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宁满族自治县探索建设“道德银行+扶贫爱心超市”，激发村民
脱贫内生动力，引导村民向善向上——

存爱心 得实惠 促文明

农村普法宣传有了新阵地

柏乡县首个农村
法治书屋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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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
莉 记者尹翠莉） 7 月 1
日，柏乡县司法局在龙华镇
龙东村耿秀锦农家书屋举行
了柏乡县首个农村法治书屋
揭牌暨学民法典法治文化书
法展，为促进“七五”普法
工作、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
传提供了新思路。

据了解，近年来，柏乡
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不断加
大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力度，
121 个村全部建成了标准化
农家书屋。随着农村改革发
展，农民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的意识也越来越
强。如何有效促进农村法治
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学法
平台？此次“七五”普法，
柏乡县司法局选择在藏书量
和活跃度最高的龙东村耿秀

锦农家书屋中开设法治图书
角，购置千余套宪法、民法
典等各类法治书籍，并鼓励
村民积极捐赠家中闲置的法
治书籍及其他健康书籍，放
到法治图书角来，在盘活法
治书籍等图书资源、丰富村
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让广大
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
精神的洗礼，使书屋成为农
村基层普法的一面旗帜。

据 介 绍 ， 柏 乡 县 依 托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
已在 121 个村设立了公共法
律服务站和法治宣传栏。下
一步，该县将充分发挥 121
个农村书屋法治文化图书角
的作用，把农村书屋建成农
村普法的有力阵地，不断推
动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创
新发展。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
洋洋）“亮眼的配色、立体
的效果、生动的标语，让创
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6月
18日，坐落在廊坊市区永丰
道与新华路交口西北角的便
民服务岛格外显眼，受到了
来往市民的关注和好评。

据介绍，自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廊坊
市对市区便民服务岛实施公
益广告安装工程，传播创城

“正能量”。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自 5 月初开始，积极落
实资金来源，同步完善方案
设计。截至目前，34座便民

服务岛公益广告全部安装完
成，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
景线。

据介绍，便民服务岛的
210.9 平方米玻璃门和 2800
平方米正面、侧面全部使用
可移车贴材料，顶面 472 平
方米使用宝丽布材料进行装
饰，着重突出创城标语宣
传 ， 营 造 城 市 文 明 氛 围 。

“焕然一新的便民服务岛，
会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让
人们更爱自己生活的城市，
也更愿意自觉投身到争创全
国 文 明 城 市 的 火 热 实 践
中。”市民张先生说。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夏
晓婷）采摘、装箱、出售……
近日，衡水市河北龙赐爱心
志 愿 队 志 愿 者 化 身“ 促 销
员”，来到冀州区南午村镇大
瓦窑村贫困户马青才的桃
园，帮忙义卖桃子，解决了桃
子销售难题。

马青才今年 67 岁，家有
一儿一女，女儿已出嫁，儿子
30多岁，是脑瘫患者，肢体三
级残疾，无劳动能力。近几
年，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帮扶
下，马青才家相继种植了5亩
多桃树，这也是其家庭主要
的经济来源。进入6月，桃子
陆续成熟，满树的桃子压弯
了枝条。可马青才却满脸愁
容，大量桃子滞销，卖不出
去，许多熟透的桃子已经坏
掉坠落在地……

河北龙赐爱心志愿队得
知马青才家的情况后，主动
帮助他解决桃子销售难题，
在微信群里发起了一场爱心
接力，大家纷纷伸出援手。

6 月 16 日上午，志愿者
们驱车几十里赶到马青才的
桃园，主动承包了桃子采摘、
打包装箱、送货等一系列工
作，同时将信息发布到微信
群，当起志愿“促销员”。仅
用半天时间，马青才果园第
一批 3000 余斤桃子全部售
完，销售额5000余元。同时，
河北龙赐爱心志愿队还联系
了多个商家，帮助马青才解
决了后顾之忧。

“太感谢你们了，如果没
你们帮忙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非常感谢！”马青才激动
地说。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贾
建敏 记者董琳烨）“前两
天老三和东邻居有个宅基地
纠纷，觉得都有理，谁都不
让谁……”近日，在内丘县
金店镇“好大哥”调解工作
室里，大家正在为一起邻里
纠纷讨论着调解方案。

“这事咱有法儿，找他们
50 户邻居搞个评议，让大伙
儿评评，看谁有理。”“好大
哥”调解工作室理事长郝保
德说。

成立于 2015 年的“好大
哥”调解工作室，致力于为群
众提供免费的调解服务。发
起人郝保德自2009年任村党
支部书记，因为做事公正、为
人热情，解决事情的办法又
多，渐渐地在村民心中树立
了威信。

“当时经常给乡亲们调
解纠纷，调一个成一个。后
来找的人多了，我觉得自己
一个人力量有限，就成立了

‘好大哥’调解工作室。”郝保
德说。

目前，“好大哥”调解工

作室有 10 余名专职调解员，
免费为乡亲们提供调解服
务。调解案件的存档堆满了
整个文件柜，每一个档案的
背后都关系着两三个甚至更
多个家庭的幸福，同时也见
证着每一位调解员的艰辛
付出。

“感动不了天，感动不了
地，但没有感动不了的人。”
郝保德说，调解矛盾纠纷，不
是一次两次就能调解成，往
往需要十次八次上门做工
作，用实际行动感动当事人，
才能使矛盾得到化解。

工作室成立5年来，已调
解完成的案例达580余件，调
解成功率在 96%以上。“好大
哥”名气越来越响，慕名而来

“求调解”的也越来越多，工
作室的调解范围也由本镇、
本县逐步扩展到了省会甚至
安徽等外省。“做公益，就要
凭着自己的一颗公心去做，
大家需要我们，需要‘好大
哥’调解工作室，我们就会努
力把它做得更好，让老百姓
更满意。”郝保德说。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佳利
记 者 薛惠娟

“‘母鸡嘴’小米产自滦州市杨柳庄
镇，因谷穗成熟后形如鸡喙而得名。”“杨
柳庄镇属典型的山地地势，黏性土质富含
丰富的营养物质，非常适宜小米作物生
长。”“小米色泽金黄、香甜馥郁、颗粒饱
满，推荐购买……”

近日，在滦州市志愿服务组织孵化
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益帮帮团
志愿者“带货直播”助农项目直播首秀，
火热圈粉。

孵化基地大厅里，摆放着当地的山
地小米、花生油、苹果等商品，志愿者们
身穿红马甲，化身带货主播，在镜头前向
广大网友推销家乡的特色农产品。直播
开始后，很快就有网友询问价格和购买
方式，第一时间下单。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全国试
点，滦州市把志愿服务项目作为文明实
践的有效载体，今年以来，通过市志愿
服务总队，发布了涵盖助学支教、公益
爱心互助、环保、科普、医疗健康体
育、文化文艺、扶贫帮困等十大志愿服
务精品项目。

此次公益直播带货就是十大精品项
目之一，是舞动滦州“志愿红”·奉献友爱

“益”起来——公益帮帮团志愿服务项目
的一次新尝试。实践中心通过搭建线上
销售服务平台，把农民自产的农副产品
和生产型企业的特色产品拿到网上卖。
目前，线上销售的产品已涵盖全市 14 个
镇（街）。

首秀中的两名“主播”是志愿者孟丽
和吴海燕。“想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特

别是在疫情期间为农户卖货增收，很有
成就感。”在直播中，孟丽面带微笑，生动
形象地为网友展示着家乡的特色农产
品。吴海燕则坦言：“体验了一回当主播
的感觉，看着那一行行销售订单，心里更
有劲了。”在一个多小时的直播互动中，
两名志愿者收到了观众点赞12000余次，
累计获得销售订单60多单。

公益帮帮团志愿服务分队负责人董
兴介绍，中心对全市优质、特色农产品进
行挖掘和推广，通过网络直播，将特色产
品与广大消费者连接起来。此次“带货
直播”助农项目，依托“文明滦州”官方快
手号，以线上推广的方式，免费为群众推
销滞销的农副产品。目前已组织开展三
次直播，线上线下销售额1.7万余元。

公益帮帮团带货直播，织密“富民增
收网”。51 岁的周友章是“母鸡嘴”小米
的种植户，地地道道的山里人。由于疫
情原因，小米不能拿到集市上去卖，可愁
坏了一家人。通过在“文明滦州”微信公
众号上的服务点单，周友章的小米成了
直播的畅销货，一下子就卖掉了，最远还
卖到了湖南、山西等地，“多亏了志愿者，
让我家的小米找到了新出路。”周友章激
动地说。

滦州市坚持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
式，以“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服务队伍
为主体，整合资源，创新方法，坚持群众
共性与个性需求相统筹、线上和线下服
务相结合，打造城乡力量联动的精准志
愿服务体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建设的滦州模式逐渐成型。截至目前，
中心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310 余
场，参与志愿者达 11800 余人次，受益群
众达6万余人。

“我挣了 300 分，从村里‘道德银
行’背回了一个蒸锅。”“我因为参加村
里值勤换了一袋大米。”“我换了一桶
油。”日前，在胡麻营镇河东村“爱心
超市”外，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
高兴地兑换着积分奖励。

河东村是丰宁首家开设“道德银
行”的村子。以前，河东村村民们爱比
摆酒、比送礼。为刹住这种不良风气，
村党支部书记王福国没少操心。

2015年，王福国带领村“两委”班
子成员，去外地交流考察。“经过调
研 ， 我 们 决 定 在 村 内 建 设 ‘ 道 德 银
行’，记录发生在村民中的好人好事，
传播正能量，提高村民道德素质。”

当年，河东村开办了一所“道德银
行”。“‘道德银行’设有道德评议会和
管理员，评议会由村里威信高的老党
员、道德模范、妇女代表、民调委员等
公道正派、敢于直言、热心公益的群众
组成。”王福国说，村民们孝老爱亲、
助人为乐、勤劳致富等善行义举经评委
会评定，可以折合成不同的分值，存入

“银行”，积分情况也将作为“文明村
民”“好儿媳”“好公婆”等年终评选的
重要依据。

“变化还是很明显的。这一做法让
群众的眼睛亮了起来、脑子转了起来、
身子动了起来、心里热了起来。”王福
国介绍，“以前只要天一凉下来，就有

好些村民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现在大
家一有空都想着做些有意义的事，兑换
成积分，存入‘道德银行’。”

黄旗镇乐国窝铺村也在探索精神
文化扶贫之路，2018年9月，该村创办
了全县第一个“爱心超市”。

“主要是想激发大家做好事、争
脱贫的内在动力，通过攒积分、换物
品 的 形 式 ， 让 村 民 们 参 与 村 务 管
理，形成习惯，推动乡风文明。”民
建 中 央 驻 乐 国 窝 铺 村 第 一 书 记 罗 锋
说，村容村貌好了，村民做公益、主
动参与村庄建设的热情也高了。“去年
11 月 19 日，村里种树，一招呼，来了
30多人。”

结合河东村“道德银行”的经验
和乐国窝铺村爱心超市的做法，丰宁
县委决定在全县推广“道德银行+扶贫
爱心超市”模式，出台了 《关于推进

“道德银行+扶贫爱心超市”三年行动
计划》，把道德体系与脱贫攻坚融合、
与乡风文明共建、与社会管理衔接，
使其成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新动力，引
领文明风尚的新引擎。

推进“道德银行+扶贫爱心超市”
建设，丰宁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社会慈
善组织等，通过企业捐建、帮扶单位共
建、村内自建等方式建立扶贫爱心超市，
目前全县已建成 322 个“道德银行”，设
立303个“扶贫爱心超市”。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海波 记者 刘冰洋

张金发，引领工作组入户采集信息

存入300分；卢勇、樊秀东，到镇政府搬

运村文化书屋的图书，存入1000分……

在丰宁满族自治县黄旗镇乐国窝铺村村

头的“道德银行”，一本记录“爱心”的台

账颇为显眼。在这个“道德银行”里，村

民们存美德、攒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到村

里的“爱心超市”换取相应生活用品。

从爱护环境卫生到孝老敬亲，从邻

里互助到促脱贫攻坚……近年来，丰宁

满族自治县探索建设“道德银行+扶贫爱

心超市”，通过存美德、取实惠的方式，激

发村民脱贫内生动力，引导村民向善向

上，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和脱贫攻坚工

作相融合。目前，全县已建成322个“道

德银行”，实现全覆盖；设立303个“扶贫

爱心超市”，占行政村总数的98%。让

德者有得，涵养着文明乡风、质朴民风。

存入存入““爱心爱心”，”，取得实惠取得实惠

最近，黄旗镇乐国窝铺村出了一件
“稀罕事”。“懒汉”王振海靠自己的努力
脱了贫，奔了小康。

原来，两年前，扶贫工作队来到村
里，得知王振海的情况后，驻村第一书记
罗锋和村干部坚持上门为他做工作。

“混个‘低保’，吃喝不愁。”刚开始，
王振海爱搭不理，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小
算盘”。

不久后，村里开始建设“道德银行”
“扶贫爱心超市”，村里的好人好事、善行
义举、贡献荣誉都记录在册，以积分形式

存起来。同时，为每个“道德银行”配建一
个扶贫爱心超市，积分可以随时兑换成
日用品。

一次，村里开表彰会，王振海很
受触动。勤劳致富、孝老敬亲、好人
好 事 …… 每 个 人 的 记 录 册 上 都 有 积
分，就他得了零分。

“倒不是为了物质奖品，关键是没面
子。”这件事刺激了王振海。罗锋和村干
部趁热打铁又上门做起了工作：“老王，
好日子得靠自己奋斗出来。你不奋斗，哪
来幸福？”

王振海这才下决心改掉陋习。2018
年5月，村卫生室安装设备，王振海出工
第一次收获了积分，也收获了快乐。尝到
甜头，他主动申请当上村护林员，并把土
地流转了，腾出手打工，一年收入2万多
元钱。

生活不断变化的同时，王振海在“道
德银行”里的积分也越来越高，曾经的

“懒汉子”变成了村民眼里的“先进分
子”。2018年底，他光荣脱贫，还被评为勤
劳致富星。

“歪风邪气少了，村风民风好了，这

种模式让群众有了强烈的认同感，起到
了弘扬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罗锋对身
边百姓们的变化颇有感触。“物质奖励不
算多，但在村里形成了一股好风气，好日
子越过越有精气神。”

“好事抢着做，好人最吃香”。如今在
丰宁，好人好事、文明乡村不断涌现。目
前，全县已经涌现出丰宁好人 13000 多
个，建成国家省市级文明村8个、省市级
美丽乡村29个、县级文明村176个。这些
身边人、身边事，汇聚涓涓细流，润物无
声，使得民风淳朴、人心向善。

好事抢着做好事抢着做，，好人最吃香好人最吃香

公益帮帮团“带货直播”织密“富民增收网”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线行·滦州篇

廊坊市区34座
便民服务岛换新颜

帮贫困户义卖桃子

衡水爱心志愿者
当起“促销员”

5年化解矛盾纠纷580余件

内丘有个“好大哥”
调解工作室

日前，滦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公益帮帮团志愿者“带货直播”助农
项目直播。图为志愿者孟丽（右）和吴海燕正在直播中。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永智摄

日前，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北园子村扶贫爱心超市，村民正在兑换生活用品。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志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