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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风尚

鉴言

□王传合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我国农村
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乡村振兴离不开文明乡风滋养，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之魂，只有用文明乡风为乡
村振兴聚力，才能留得住乡情乡韵，让乡村振兴在广
袤的农村落地生根。

用文明乡风营造乡村振兴环境。构筑乡村精神
高地，厚植乡村文明沃土，以文明乡风“滋养”乡村振

兴，是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足
的关键。大力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精神，用文明乡风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意。好的乡风能够培养和
熏陶出品质优良的个体，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每一个
人，受乡风民俗影响，自身所形成的风气和素质必然
影响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文明乡风对营造优良的社会
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只有大力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才能使营造出乡村振兴
的良好环境。

用文明乡风滋养乡村振兴。文明乡风对于促进
乡村振兴、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实践证明，建设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
美、文明和谐的美丽乡村，离不开文明乡风的滋养。
文明乡风在推动科学管理，有效地利用乡村各种资
源，大力创新美丽乡村建设载体，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方面意义非凡，为广大农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让农民群众更具获得感。

用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凝神聚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必须遵从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立足于提高
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培育文明和谐的
乡村新风尚，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
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发挥文明乡风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主体作用，要围绕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总体要求，认真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大
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通过
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用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战
略“聚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坚
实基础。

乡村美不美，关键看乡风

□本报记者 帅政

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的呼唤、发
展的必然、人民的期盼。乡风文明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
振兴需要乡风文明，乡村振兴呼唤乡
风文明。早在 5 年前，自治区就部署
推进了“乡风文明大行动”，成效十分
明显，农村牧区“人居环境差、文化娱
乐少、文明意识淡、邻里纠纷多”的老
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美丽乡村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这几天，通辽市科左后旗散都苏
木敖包嘎查办酒席的流动“五彩大棚”
消失了，乡村小路上，婉转悠扬的马头
琴声在空中回荡⋯⋯

佟志辉拿出自己的“随礼账本”，
小小的牛皮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

“礼单”：老孙家孩子升学 200 元，老李

家乔迁 200 元，老王头儿子结婚 500
元⋯⋯佟志辉是嘎查的会计，前几天
他对着账本拢了拢，吃惊地发现，过去
10 年 自 己 花 出 的“ 份 子 钱 ”居 然 有
21.3 万元。

佟志辉告诉记者，过去村里升学、
红白喜事都兴大操大办，村民们互相
攀比，看谁家排场大、礼金多，有的贫
困户甚至贷款去随礼，“份子钱”成了
村民沉重的负担。

“大家心里都反对，但碍于面子，
没人捅破这层窗户纸。”散都苏木党委
副书记吉如和说，近几年科左后旗大
力开展农村移风易俗，成立“红白理事
会”，制定“红白喜事简办、升学宴不
办”等村规民约，有效刹住了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之风。今年各嘎查村更
是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不少村民都
签订了拒办升学宴承诺书。

“往年这时候早就‘随’出去好几

千了，今年到现在为止，一份儿都没
有，减轻很大负担。”佟志辉说，自己的
女儿今年也考上了大学，他没有为女
儿办升学宴。老乡们到村部坐在一起
喝茶、嗑瓜子、拉家常，以“茶话会”的
形式代替升学宴。

据当地村民介绍，过去每年一到七
八月份，办酒席的流动“五彩大棚”就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嘎查村，而今年
几乎没有看到一顶“五彩大棚”。

“除了不办升学宴，旗里还通过提
倡‘零彩礼’婚礼、组织孝老爱亲评比
等举措，开展农村移风易俗，让文明乡
风在每个村民心中生根发芽。”旗委宣
传部长李凌芬说。

以德孝、诚信、勤劳、互助等为核心
的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乡村社会
长期以来形成的运行规则和价值观念，
是乡村社会的凝合剂，也是培育“乡风
文明”的有效载体，呼和浩特市黄合少

镇的石人湾村就把这张“乡村文化牌”
打活了。

“十八大的政策正享用，十九大的
春风又吹进门。条条都是为人民，句
句都是高水平⋯⋯”伴随着自编自唱
的音乐声，李银莲的舞蹈队队员，身系
绸带、斜挎腰鼓，时而欢快、时而轻柔
地跳了起来。

“父亲说，热爱文艺的人要把自己
的热情传递给所有人，分享和帮助是
最大的幸福。”对于父亲的叮嘱，李银
莲一直记在心里。在石人湾村和李银
莲一样的热心人不少，从村东的“亲二
妈”李巧巧，到村西的“好大哥”郝宝
明，再到热心的村主任刘润亮，石人湾
村的祖祖辈辈把帮人助人看作是安身
立命的首要之事。正是有了良好的家
规家训，才能让石人湾村在新时代展
现新风尚。

“打竹板心里亮，赛罕大地把歌

唱。门前三包落实好，美丽乡村人欢笑⋯⋯
这是我们镇的文化站站长创作后教给
我们排练的”，刚表演完快板的村民张
厚厚对记者说，“别看我们这儿是小山
村，但环境卫生一点也不比城市差，不
仅是每户人家门前三包，而且村东的海
子湖，也被我们清理得变样了！”

石人湾村党支部书记闫虎威指着
文化广场旁边的宣传栏对记者说：“刚
才他们打的这快板名字叫《村规民约
要牢记》，这宣传栏上都有，他们都快
背熟了。”

如果说村里的文化活动广场是石
人湾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所在，那村
东的村史馆则是石人湾村人“乡愁”的
源头。“这是我们村张栓柱家里曾经用
过的石碾子和量米斗，这是刘根根家老
人曾经用过的玉嘴老烟锅⋯⋯”在村史
馆，闫虎威指着陈列着的老物件笑盈盈
地介绍说，“弄这些东西不为别的，就是

为了留下文化财富，让年轻一代记得住
祖辈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重塑和振
兴我们石人湾吃苦耐劳的精神。”

记住乡愁，回报乡亲，这是石人湾
村出外闯荡者的共同心愿。这些年
来，石人湾村的“乡贤文化”在推进全
村产业发展上让村民个个都竖大拇
指。村里的“乡贤能人”各显其能，引
资举办了两届“石人湾李子旅游文化
节”，“牵线”促使村委会与天创农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打造黄芪种苗种植
试验基地、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内
蒙古分院打造经济林产业园示范基地
⋯⋯短短两年，这个国家级贫困村人
均年收入翻两番，达到 5000 多元，全
村 59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闫虎威说：

“乡村振兴，文化是灵魂，实现乡村振
兴战略离不开传统文化的重构。既要
有所传承，让乡亲们记住乡愁，也要与
时俱进，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民声快线

记者调查·关注民生

内蒙古内蒙古：：让文明乡风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固基石让文明乡风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固基石

观点

□樊大彧

割双眼皮、隆鼻、削下巴⋯⋯在暑
假 ，不 少 孩 子 都 进 行 了 外 貌 上 的“ 改
造”。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孩子痴
迷追求外貌的完美，不少家长盲目跟风
带孩子“动刀”，整容日益低龄化。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的生理条
件不同，社会对相貌的审美也应参差多态。
在开放多元的社会，容貌对于涉世未深的孩
子们而言，更应是多姿多彩、各美其美。但
是，现实中一些人的审美却呈现病态的一致
性，瓜子脸、直挺鼻、欧式眼、尖下巴等构成
众望所归的“标准脸”，引得不少青少年学生
竞相追捧，甚至以身试刀改头换面。

在某些人眼中，现在是一个“流量”为
王的时代，一些人因整容带来“流量”并“靠
脸吃饭”。这种偏颇的价值判断容易让部
分青少年迷失，他们往往会进一步认为，

“颜值”是就业、婚恋的“敲门砖”，花钱整容
是让自己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必要投资。

在整容低龄化过程中，一些家长也
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一些家长自
身就缺乏正确的审美观，习惯于盲目跟
风。有的父母乐于为孩子整容提供支
持，有的把整容当作送给孩子的“开学礼
物”，甚至有的家长比孩子更在意其身上
的瑕疵，鼓动孩子去做整容。

一些用人单位公开以貌取人，一些社
会现象的负面示范作用，以及当前社会对
整形的宽容度越来越高等等，这些都成为
了整容低龄化趋势的主要推手。近年来
整容产业的迅速膨胀，也是形成整容低龄
化趋势的重点因素之一。一些美容机构
以分期付款方式诱使学生贷款做整形手
术，一些无良商家大肆进行虚假宣传并夸
大整形效果。美容机构的不当甚至违法
经营行为，也让一些审美观不成熟的青少
年选择整容，加剧了整容低龄化趋势。

一些整容“小手术”存在着大隐患，
不时发生的整形失败惨痛案例告诉人
们，“整容”有时与“毁容”只有一步之
遥。尤其是对于身体尚处发育阶段的青
少年，整形风险更为突出。

整容低龄化趋势需要社会进行及时
干预。有关部门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针对各种非法医疗美容的治理行动，严
厉打击无证行医，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
为，严查违法广告和互联网信息。工商
和卫生健康部门应积极与教育部门联
手，针对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及健康成长
实际需要，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
规范，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健康的审美
观，扭转目前的不良趋势。

整容低龄化趋势愈演愈烈，此风绝
不可长！社会应当对此进行积极有效的
干预，以还原被扭曲的审美观，唤回久违
的纯洁隽秀、清新健康的天然之美。

整容低龄化趋势
亟需有效干预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9 月 15 日，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东方红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张兆君在女儿的带领下来到兴安盟医
院进行术后复查，距离他做完脊椎矫正手术，整整
过去了一个月。“爸爸的手术很成功，术后恢复良
好，以后身体状况好了，生活自理不成问题。”张兆
君女儿张艳红高兴地说。

63 岁的张兆军患有重度腰椎管狭窄，腰部疼
痛已有 30 年，因经济困难无钱医治，10 年前出现行
动困难的情况，妻子冯宝祥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老
两口日子过得艰难。“没手术前腿抬不起来，腰也直

不起来，要是没有政府的好政策，做手术想都不敢
想啊。”

7 月 28 日，在突泉县脱贫攻坚总队协调和推动
下，兴安盟人民医院、突泉县人民医院与北大人民
医院脊柱外科医院签订协议并建立脊柱外科救助
站。随后，团队成员兵分两路，一组前往诊室为 70
多名患者进行脊柱疾病义诊，另一组则开展 3 台教
学示范手术。张兆君的手术便是其中之一。

张 兆 君 手 术 共 花 费 77114 元 ，政 府 报 销 了
90% ，剩下的由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兜底。

“帮要帮到点子上，群众的健康才是他们的未来，希
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挺直脊梁奔小康！”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海鹰教授说，北大

人民医院和海鹰基金会将会同兴安盟人民医院搭
借救助站，在未来 3 年开展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脊柱
类疾病免费救治公益活动。

受益北京医疗专家的不只是当地的脊柱类疾
病患者。通过派驻突泉县脱贫攻坚总队协调，8 月
23 日，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专家也来到突泉
县开展义诊活动。

得知有北京专家到县医院义诊消息，突泉县老
百姓早早来到就诊室，专家们耐心地为患者答疑解
惑。随后，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院长韩宝亲自
操刀为 4 名患者做了手术。

当日，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与突泉县医院
结成医疗联合体，解决突泉群众看专家难的问题。

突泉县：医疗救助让贫困群众看病不再难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对乡村振兴作出了总体要求，其中乡风文明贯穿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是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保障。近年来，自治区各地
坚持文明乡村建设，在树立文明新风，狠刹歪风邪气中净化了农村牧区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采
取肉牛冷配和本交相结合的办法，提高良
种化程度，促使畜牧业快速发展。

鄂前旗在交通便利、养殖户相对集中
的嘎查村大力推广肉牛冷配技术。旗农牧
业局统一调购优质肉牛冻精，由专业能力
与实践能力强的配种员，按照牧户肉牛配
种需求领取冻精，采取有偿服务的方式进
行人工授精。截至目前，已完成 5000 头。

为解决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利、养殖
户分散而导致配种费用高等问题，由旗农
牧业局工作人员协调有意向购买优质肉牛
种公牛的养殖户统一从鄂前旗余粮畜业公
司低价购买 12 月龄肉牛育成种公牛，经标
准 化 饲 养 管 理 6 个 月 ，然 后 进 行 本 交 配
种。 （赛娜 陈晓峰）

鄂前旗
以改良促肉牛产业发展

图说

近日，笔者走进巴彦淖尔久负盛名的西
甜瓜产地——杭锦后旗三道桥镇和平村，看
到地里的瓜蔓已开始枯萎，西甜瓜寥寥无几，
但一排排向日葵长势旺盛，金色的花盘像一
张张灿烂的笑脸，迎着太阳努力绽放⋯⋯

三道桥镇地处河套平原西北部，杨家河
贯穿全镇，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近几
年，该镇大力推行西甜瓜套种葵花种植模
式，挖掘两种作物各自的优势，变一收为两
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等瓜苗都长好
坐果了，就开始种葵花。等葵花开花接盘，
瓜就收完了。”村民冯玉龙介绍说。

“以前西瓜、蜜瓜收完再种甚也赶不上，
就能收一茬。现在用西甜瓜套种葵花，每亩
地能增收不少。今年我种了 14 亩西瓜、13
亩蜜瓜，都套种葵花，目前已经收入了 9 万
多块钱，葵花每亩再打上三四百斤，一亩地
多收入 1000 来块钱不成问题。”和平村三组
村民李志强说起这种套种模式给他带来的
可观经济效益，乐得合不拢嘴。 （陈凯）

西瓜甜瓜套葵花
经济效益顶呱呱

前几天，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格此老村村民展出的 32 斤重的大南瓜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以“连威南瓜”为代表的村级特色产
业，带动农民增产增收。今年格此老村种植的 600 多亩南瓜喜获丰收，每亩产量约 1200 斤。为进一步推广“连威南瓜”这一品牌，搭建展销平台，该村当日举办
了“南瓜节”绿色农产品交流会。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南瓜节上话丰年

为确保辖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依法依规、有序平稳进行，通辽市
奈曼旗公安局大沁他拉派出所提前谋划，全
力以赴开展辖区换届选举秩序的维护工作。

徐振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