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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鄄城城：：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再再““升升级级””乡乡野野遍遍沐沐文文明明风风

四月春光好，美景惹人醉。走进鄄城县冯庄村，只见村道干净整洁，两旁绿树成荫，一排排两层洋房整齐排列，一幅幅幅展示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文
化墙点缀其中。不少农户把自家的小院收拾得清清爽爽，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红白事有了新规定，文明新风深植村村民心中……

冯庄村是鄄城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的缩影。近年来，鄄城县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通过开
展美丽庭院建设、促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志愿服务活动等一系列措施，树立农村新风尚，繁荣新农村文化，美丽乡乡村建设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

2019年，村里统一给每家
每户门口配备了“可沤肥”和

“其它垃圾”等两个垃圾桶，“习
总书记说，垃圾分类就是新时
尚。俺们村积极响应，践行新时
尚。”冯庄村村支书韩凤银说。

近年来，鄄城县全力打造
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
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美”乡
村，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着
力做好美丽乡村示范村、美丽
庭院和示范片区创建工作。重
点抓好88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创
建，精心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
韵、一村一景；通过示范引导、
串点成线、连线成片等方式，着

力推动16个片区扩面建设，提
升全县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鄄城县还通过“美丽庭院”
评选，推动“美丽”从村庄向家
庭延伸。

2月1日，鄄城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鄄城县文明办与
鄄城县妇女联合会发布打造美
丽庭院、助力疫情防控——— 致
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以来，
鄄城广大妇女踊跃参与，在关
门闭户防疫情的情况下打造美
丽庭院。

在引马镇大黄庄村张英华
家，一尘不染的院落、有条不紊
的客厅，让人看了格外舒服。

“之前过年，里里外外已经打扫
一遍了，现在又把整个家重新
拾掇了一遍。”张英华笑着说。

张英华把在客厅、院子拍
的照片发到村微信群里，还发
动村里其他妇女在“关门闭户”

期间整理家庭卫生，这样不仅
可以预防病毒，还可以放松身
心，消除疫情带来的恐慌。

“不能去疫情前线，就待在
家中不给政府添乱。”这是董口
镇军屯村80多岁老奶奶马云英
给记者说的话。

一向勤快的马云英虽然待
在家中，但一刻也闲不住，一会
儿扫扫地，一会儿擦擦桌子，从
客厅到厨房，来来回回不知要
走多少趟。

马云英和张英华只是“关
门闭户”下装扮“美丽庭院”的
缩影，在鄄城，像她们一样的妇
女还有很多很多……

整治村容村貌 村落转身“绿富美”

人们常说“婆婆不是妈”，
而在鄄城县什集镇黄口村，乡
邻们传颂的一段婆媳情却是相
当的感人：年已古稀的婆婆悉
心照顾双目失明的儿媳七年，
无怨亦无悔。

这位好婆婆叫马凤莲，今
年已经70多岁。儿媳今年50岁，
2011年由于患羊角风从车上摔
了下来，生活无法自理。

马凤莲的一天，都是从为
儿媳妇准备早饭开始。青菜、胡
萝卜搭配瘦肉粒熬制成营养丰
富的粥，再通过榨汁机打成米
糊。食物准备好之后，她来到儿
媳妇床前，用一支特大号的注
射器，将这些流质食物，从胃管
一点一点推进儿媳的胃里。马

凤莲告诉记者，现在经过康复
治疗，把饭放桌子上她能自己
用勺子吃饭了。

不仅环境“美”，还要精神
“美”。近年来，扎实推进文明村
镇创建，深入开展“首届鄄城新
乡贤”“身边好人”“好媳妇、好
婆婆”、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

与此同时，鄄城县还深入
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在红白理
事会实现村居全覆盖的基础
上，进一步推动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引导群众破除红白喜事
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倡树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
乡村文明新风。

前段时间，疫情防控取得阶
段性胜利后，冯雨和李娇在村里

的小广场上喜结连理，结婚现场
朴素、喜庆。“由于村里红白理事
会的参与，从订婚到结婚，家里
一共花了28000元。”冯雨说。

不仅是红事，白事的费用
也普遍降低。“现在，村里的忧
事，都能够做到本家人不上桌，
亲戚来了一碗菜。”韩凤银说，
生前厚养、死后薄葬，已经成为
大家的共识。

为让红白事有标准、能操
作，鄄城县在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推进绿色殡葬等方面的工
作做了具体安排，制定了《关于
加强乡村文明建设推动移风易
俗工作的意见》、《鄄城县红白
事办理指导意见》等文件，为全
县的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工作

指明了方向。
随着文明新风遍植乡野，

陈规陋习逐渐破除、崇德向善
蔚然成风、各族群众团结互

助……如今，鄄城县的村庄环
境美了，群众的精神面貌变了，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等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倡树文明新风 “面子”美“里子”更美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日
子里，鄄城县旧城镇融冠浮桥
交通联防联控检测点上，一对
父子志愿服务者的身影总是特
别引人注目和令人称赞。

父亲闫九青是鄄城县交通
运输局财务股股长，因业务工
作繁忙，局党组便没有把他安
排到抗“疫”第一线工作，而是
让他负责全局的疫情防控后勤
保障工作。但一有空闲，他就主
动赶到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比较
大的交通联防联控检测点上，
帮助现场执勤人员引导车辆和
行人接受检查和测量体温。

儿子闫新烨是贵州理工学
院的一名大一学生。问起他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初衷，“我在
学校也是一名志愿者，在家里
也没有什么事，就跟着父亲来
了，多多少少还能为抗击肺炎

疫情做点事、出点力。”
今年以来,鄄城县充分发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力
量，组织志愿者开展各项防疫
志愿服务，助力复工复产，将新
时代文明实践打造成疫情防控

的服务站和宣传主阵地。
“今天我们一共出队11人，

8辆车，分布到富春乡的各个村
庄，一天时间完成全乡范围
内面积约30万㎡的消杀。”
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鄄城县蓝天救援队队长蔡
杰庆与队员积极主动地投入到
了全县疫情防控中，到村庄展
开“地毯式”消毒喷杀。

鄄城“爱之心”志愿者协会
用另一种方式参与到疫情防控
中。

“爱之心”志愿者协会的志
愿者们仅用3天的时间，募捐到
23100元善款。这些善款用在了
3个地方，除了为一线人员捐赠
爱心物资，还向湖北省慈善总
会捐赠5000元，剩下的全部用
来购买电动喷雾器、雾化机、消
毒片等防控物资捐赠给了斑马
义务救援、狼牙救援队和蓝天
救援队。

文明流淌，润物无声，渐渐
的，有不少干部、群众被影响、
被触动，自觉加入到志愿者的

队伍中来。

张霞是郑营镇政府的一名
工作人员，每逢周末，她都会到
郑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做一名志愿者，引导孩子诵读经
典。郑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主任霍安庆说：“目前经典诵
读班有60多名学生，10名志愿者
轮流值班领读。这些志愿者有郑
营镇的工作人员，有孩子家长，
也有社会人员。每逢周六轮到值
班，他们就会放弃休息时间，准
时到达经典诵读班。”

在鄄城，近距离观看乡村
美景，感受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触摸自内而外的文明之
美……一粒粒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种子”，正以各种方式融入
当地百姓生活，在这片土地发
芽、开花、结果，正不断构筑起

“千年古鄄”一道道最靓丽的风
景线。

弘扬志愿精神 “红马甲”闪耀全城

本报通讯员 房正 丁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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