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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题

积分兑换

走进安塞区沿河湾镇茶
坊村“爱心超市”，可以看到花
生油、牙膏、洗衣液、沐浴露、
纸巾等各类生活用品整齐摆
放在货架上，每种物品都“明
码标分”，墙上张贴着兑换标
准和兑换流程，前来“购物”的
村民正在货架上挑选着自己
需要的物品。

这里的物品没标注价格，
而是标着“1分、2分、15分、20
分……”的字样。与普通超市
不同，这家“爱心超市”里边的
物品不能用钱购买，只能通过
积分来兑换。

临近中午，茶坊村的村民
王喜娃带着刚捡的垃圾再一
次走进了村里的“垃圾兑换银
行”。5个矿泉水瓶积1分，50
个烟头积 1分。在“垃圾兑换
银行”，王喜娃累计积分60分，
加上他家中整洁，本人能够积
极参与村里举办的各种集体
活动，他又累积了30分。

王喜娃选好物品后，前来
“结账”。他没掏现金，也没有

扫二维码付款，而是拿着一本
红色的“爱心存折”，笑容满面
地兑换到了自己心仪的物品。

“今天我用积分兑换了一
瓶酱油、一瓶花生油。‘爱心超
市’中的商品种类很多，分值不
等，最少的2分，最多的20分。
比如兑换牙膏要5分，牙刷要2
分，兑换 500克的花生油需要
10分。”王喜娃笑呵呵地说。

“厅堂院落干净整洁积 5
分，家畜圈舍建在住所50米以
外积 5分，厕所整洁干净积 5
分，主动参加村上组织的卫生
大扫除积 5分，主动认领责任
区积 5分，房前屋后种植花草
树木积10分……”茶坊村大学
生村官李艳详细地介绍着积
分的标准。

不仅如此，茶坊村的“爱
心超市”创办以来，村里为村
民们设立了积分账号，村民在
参与公共环境卫生清理、从事
志愿服务、破除陈规陋习、遵
守村规民约、践行移风易俗举
措、参与技能学习培训等活动

时都可以获得积分，并可凭积
分到“爱心超市”兑换物品。

小小积分，涵盖了乡村振
兴的多项内容。它将乡村重
要事务量化为积分指标，激发
村民的热情，让正能量看得
见、摸得着。

王喜娃说：“前段时间，我
参加了村里组织的‘三清三
拆’、房前屋后整治等公益性
活动，又得了10分。参加公益
性活动，既能兑换礼品，又能
锻炼身体，我觉得这样很好。”

“每一分都代表着一份爱
心和一份文明。我们坚信，通
过‘爱心超市’这个平台，群众
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会进
一步提高。”沿河湾镇相关负
责人说。

“小积分”激发乡村振兴
“大能量”。“爱心超市”积分兑
换生活用品的方式，充分调动
了村民的积极性。截至目前，
茶坊村“爱心超市”已累计兑换
物品2100件。全村超过246户
家庭通过参与爱心行动受益。

近年来，安塞区以“爱心
超市”为基础，建设了扶贫技
能培训基地，将扶贫与扶志、
扶智和扶技相结合，发挥超市
管理、经营、服务等优势，开展
脱贫技能培训；建设扶贫产业
孵化基地，发挥超市的商品供
应、物流仓储、品牌效应等营
销优势，辐射带动脱贫户开办
经营小超市，形成了“以大带
小”的局面；各个扶贫“爱心超
市”优先聘用贫困群众，既解
决了部分困难群众的就业难
题，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企业的
扶贫作用，更推动了安塞区

“社会大扶贫”格局形成。

“爱心超市”不打烊 积分换物助振兴
通讯员 郝丽萍

● 高桥镇南沟村“爱心超市”积分兑换活动现场 ● 红白喜事专用场地

红白喜事有“标准”“理”出文明新风尚
通讯员 郝丽萍

村道巷弄干净整洁、历
史人文气息浓郁、景观节点
错落有致……走进安塞区
建华镇新窑坪村，文明乡风
气息扑面而来。“婚丧嫁娶
红白事，请找红白理事会。
党员干部先行动，移风易俗
是心声。”在新窑坪村，如今
流行着这样几句顺口溜。
小小的顺口溜唱响了新窑
坪村移风易俗、文明节俭的
新风尚。

新窑坪村村民张宝存在
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哼起
小调转回房间，心里很高兴。

今天，他的儿子结婚了，
他家娶了个懂事的儿媳妇，
这是儿子的人生大事，也是
他家中的大喜事。张宝存回
想着一天的热闹，除了高兴，
对村上忙前忙后的村民们和

“示范员们”更是充满感激。
因为有了他们帮忙相助，喜
事办得非常顺利喜庆。

看过账本的张宝存说：
“30 多桌饭，加上烟酒花费
还不到 3 万元，比起在县城
酒店过事情，起码节省了 1
万多元，真是经济又实惠。”
张宝存对村上的红白理事会
赞不绝口。

新窑坪村红白理事会成
立以后，在村委会和村民们
共同商议后制定了实行标
准。那就是不管红事白事，
都要杜绝浪费，饭桌上酒的
价钱不能超过 50元一瓶，烟
不能超过 20 元一盒。一桌
饭的总价控制在几百元范围
内，不能太高。要让红白喜
事不再流于形式和攀比，真
正回归喜庆热闹的氛围。

“用最少的钱、最经济实
惠的方式就把事情过好了。
亲朋好友们吃好了、吃饱了，
没有一点铺张浪费，以后过
红白喜事，我就在咱村里
过。”张宝存高兴地说道。

“这次过事情，村里不忙
的人都来帮忙了，尤其是咱
村的文明实践员，还真是没
的说。人家从开始一直忙到
最后，不挣一毛钱，没有一句
怨言。我也要去报个名，也
当一回志愿者，给咱的娃娃
们看看，以后也要互相帮助、
相亲相爱。”张宝存说。

2020 年，新窑坪村的红
白理事会正式成立，红白理
事会由村“两委”班子成员、
老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理
事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职责
和任务，要求破除封建迷信，
反对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等
不良风气。理事会及时掌握
挂钩小组内村民的红白事信
息，并建立了红白事申报制
度。村民在操办酒席前需填

写《红白事操办报备表》，理
事会成员主动上门进行调
查、了解和评议，并形成意
见，严格标准流程，杜绝了大
操大办、大吃大喝的现象。

两年以来，新窑坪村红
白理事会的作用得以充分发
挥，逐渐帮助村民建立起科
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为了使理事会的工作更加规
范，新窑坪村还进一步完善
了理事会的制度、措施及纪
律规范。村民们纷纷感慨，
自从有了红白理事会，大家
省心了，村风和民风也更好
了。

新窑坪村坚持节俭朴素
的原则和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的文明新风，只是安塞区
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的一个缩
影。自移风易俗工作开展以
来，安塞区把推进农村红白
理事会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鼓励各村组建立红
白理事会，如今简办新办红
白喜事已蔚然成风。

红白理事

村规民约

小阵地引领新文明。为
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
乡风，年底将至，又到了宝塔
区桥沟街道柳树店村一年一
度的“好婆婆、好媳妇、文明家
庭”评选时间。这项活动已经
持续举办了好几年，算得上村
子里最隆重的“赛事”。

近日，走进宝塔区桥沟街
道柳树店村，干净整洁的村庄
里热闹非凡，新一届“好婆婆、
好媳妇、文明家庭”评选活动
刚刚落下帷幕。

“好婆婆李生芳、高爱茹，
好媳妇任丽娟、刘圆圆，文明
家庭马兰兰家庭、赵登明家庭
请上台领奖。”柳树店村党支
部书记李长海宣布了评选结
果。在座的村民纷纷拍手叫
好。

获奖的柳树店村村民马
兰兰非常激动，“今天把我们
家评成文明家庭，我非常高
兴。我觉得我们村上搞这个
活动很有意义，意在鼓励我们
把好作风、好传统继续传承下
去。”

和婆婆多年以来相处融
洽的宝塔区桥沟街道柳树店

村村民任丽娟今天也获了
奖。她拉着婆婆的手对记者
说：“今天真的很高兴。平时，
我和婆婆相处得很好，她人也
很开朗。我们俩在一起，有时
候感觉都不是婆媳，就像是朋
友。感谢大家认可我们，这次
获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动
力。我也希望自己的娃娃看
到我们的相处方式，能够向我
们学习，把孝道继续传承下
去。”

柳树店村的“好婆婆、
好媳妇、文明家庭”的评选，

是通过自荐、群众推荐以及
社区工作人员走访了解而
评选出的。活动依据尊重
赡养老人、关爱教育子女、
勤俭持家、家庭和睦、邻里
团结等标准进行评选，意在
引导村民树立文明家风，建
设和谐家庭。

李长海说：“这样的活动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搞，号召村
民都积极参与到文明实践活
动中，从而更好地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 冯家营村规民约墙

遵规守约好传统 家庭和谐邻里睦
记者 朱佳雨

道德评议

安塞区白坪街道冯家营
村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除了
安塞腰鼓外，农民画、安塞剪
纸等元素在这里随处可见，冯
家营村人更将这些运用到乡
风文明建设中。

在冯家营村的乡风文明
建设走廊上，一幅幅色彩鲜艳
的农民画讲述着一个个敬老
爱亲的感人故事。“我们这里
画的不仅仅是一些耳熟能详
的故事，还会把村里评选的先
进人物事迹画上去。”白坪街
道办冯家营社区书记吉金库

介绍说。于是，“好婆婆”陈思
芳、“好媳妇”刘建华、“脱贫之
星”张星、“致富带头人”郭占
库……在村党支部的好人榜
上，每一个熟悉的名字背后都
有着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他
们的凡人善举为村民们津津
乐道。

获得“致富带头人”称号
的村民郭占库说：“受到好评，
成为典型，不仅是荣誉也是责
任。往后，我会给乡亲们带个
好头，辅助村‘两委’把冯家营
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村民
形成新风尚。冯家营村成立
了道德评议会，积极开展“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文明
家庭”“最美家庭”等评选推荐
活动，把身边的典型模范选出
来、推出去，从而推动形成“好
风气”；精心打造“最美品牌”，
树立身边典型榜样，带领群众
跟着看、学着干、追着赶，树立
社会文明新风尚，带动社会风
气不断向好。

此外，冯家营村以“美丽
乡村·文明家园”活动为载体，
积极培育新农民、发展新文
化、倡导新风尚，村里建立完
善了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
白理事会等“一约四会”机制，
通过思想教育共做、环境氛围
共创、文体活动共办、经济发
展共抓，持续推进乡风评议，
不断完善村规民约。

如今，村里纠纷少了，邻
里和谐、互帮互助；发展产业
的多了，20多名党员成为致富
领头人；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
少了，呈现出勤俭节约不攀比
的良好风尚。

● 冯家营村

身边好人我评议 比学赶超成风气
通讯员 郝丽萍

携手文明实践 共创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