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了数，30 个积分，都是参与村里事儿
换来的。

蓟州区东二营镇北高庄村积分超市里，34
岁的村民王圆圆打开自己的“积分存折”，正想
着兑什么礼品是家里需要的。

积分超市全称“北高庄村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积分超市”，位于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内宽
敞明亮，物品摆放整齐有序。紧靠墙壁处的货
架上，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等生活物品一应俱
全，十分显眼。东西全不卖，只凭积分换。室
中心长桌上放着几摞“积分存折”，红封皮、硬
本本，里面记着每名“开户人”每笔“积分账”：
慰问孤寡老人、清理街道卫生、参与疫情防控
等，参加一次活动得5分到30分不等，不同积分
可兑换相应物品。
“有了积分制，大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更强了，老老少少都很热心。”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明发说，“积分兑物”实施以来，
村里工作更好开展了，村子更和谐了。

蓟州区是全市农村数量最庞大的区，全区
总面积1590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城区街道，剩
下全部为乡镇——26个乡镇下辖949个行政
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如何提升新时代美丽乡村治理水平，激
发群众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考验着管理者的
智慧。自2021年2月起，蓟州区试点开展乡村
治理积分制工作，通过“亮积分、比积分、兑积
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探索乡村善治之路。
今年以来，相关工作全面推开。目前全区已有
25个乡镇557个村庄被纳入乡村治理积分制管
理工作中。

积分制为乡村治理添活力

气温回升，天气晴好，漫步东二营镇北高
庄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簇簇“越冬”绿植
伴着正午暖风轻轻摇曳。

北高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坐落于村中央的
一座四合院内，这里专门开辟了一间积分超
市。拿着“积分存折”在超市里转了一圈，王
圆圆琢磨先不兑换，“再攒攒，分够了换个
‘大件’。”

她是文艺爱好者，可压根没想到“参加活
动还有分拿”。今年3月的一天，村里开展文艺
演出，王圆圆也参加了。令她惊喜的是，演出
结束后，“一肩挑”王明发上台宣布：“所有演出
人员每人获得5积分。”
“演出还有积分？”这件“稀奇事儿”瞬间引

发大伙儿的好奇心，“积分怎么拿？”“拿了能干
啥？”……面对疑问，王明发一一解答。紧接
着，“参与活动能拿积分”“积分能换物品”的消
息就在村里传开了。

为了密切邻里关系、构建和谐家园，如今
每到传统节日，只要疫情缓解，北高庄村都会
举办庆祝活动，“二月二”包饺子、端午节包粽
子……每次开展活动，村民们都踊跃参与。王
明发认为，“积分不仅能换礼品，更像荣誉勋
章，切切实实提升了大伙儿服务村庄、建设村
庄的自豪感。”

天津体育学院大二学生魏志成也拥有一
本“积分存折”。受疫情影响，他回到家中上
网课，休息时就想为家乡做点事。他的“积
分存折”中有4条记录，都是参与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信息，“村里有我能出力的地方，我还
要参与！”

积分制正让“集体事儿”变成“家家事儿”，
增强了村民的荣誉感、获得感，为乡村治理带
来了新动能。

李媛媛是村民代表、第二网格小组组长，
也是“积分存折”的“开户人”。据介绍，北高庄
村划分了9个网格，9名网格小组组长负责各自
网格事务，干的都是不拿钱的“差事”。从环境
卫生到疫情防控，各项志愿服务工作中都有小
组长们忙碌的身影。

翻开李媛媛的“积分存折”，“收入”记了
满满 3页，一笔笔算下来，积分已拿 300 多，
“虽然干事苦点累点，但大伙儿都没抱怨，都
是为了村子发展得更好。自今年3月村里有
了积分换物，我们干劲儿更足了，不仅因为奖
励，更觉得为村里做事受到了尊重，为子女做
了表率！”

积分超市里还摆着“和谐家庭”“教子有
方家庭”“文明示范户”等牌匾。“除了参加活
动有积分外，村里评比出的这些文明家庭也
能获得积分奖励。”王明发说，前段时间，村里
又开展了“美丽庭院”评比，被评上的家庭获

得“美丽庭院”光荣称号的同时，还拿到了5个
积分，“没得到称号的家庭，都想在下次评选中
争一争。”

“小积分”提升村庄大环境

天清气朗，暖阳高照。下窝头镇老曲庄村，
道路开阔平坦向前伸展，一眼望不到边，“积分
制”正在这里释放乡村治理新效能。
“积分制”自去年5月走进老曲庄以来，村民

“小手拉大手”、巾帼不让须眉，积极参加村里组织
的各项文明志愿活动，人居环境更美了。
“参加志愿活动积5分，总分达到65分就可以

换奖品。”拿着5月份的积分明细，村委委员吴春
娟介绍，“我们给每家每户发了扫帚、簸箕，动员大
家共同维护村庄环境卫生，在积分制激励下，村民
们热情很高。”
“大家注意，准备打扫卫生。”大喇叭开始广播

了。听到村里组织卫生清整的“号令”，村民纷纷
拿起工具，走出家门，打扫起房前屋后来。完成
“门前三包”后，见村干部、党员在清扫主干道、广
场，村民们又不约而同加入进去。

提起“大扫除拿积分、积分换物品”，66岁
的吴彩珍说得实在：“村里干净，自己住着舒
服，每个月还能兑奖品，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我
上次兑了牙膏，家里都说好用！”她是远近闻名
的“热心肠”，无论走到哪儿，只要看到地上有
垃圾，不等村里组织，她都会主动清理。如今
“热心肠”成了“积分大户”，每个月都能拿到积
分，兑到物品。

大扫除如火如荼，美丽村庄“内外兼修”。
“搞卫生，大伙儿都很主动，村里现在已经不

用请专门保洁了，每年能节省一大笔开支，省下来
的钱用于奖励村民，村子干净，大伙儿高兴，一举
多得。”吴春娟说。

最近，村广场搭建起一道景观长廊，村庄再
添美景。漫步其中，享受着靠大伙儿共同努力
换来的整洁环境，村民们感慨：“我们每个人的
主人翁意识油然而生。”

积分“红榜”提升文明素养

出头岭镇官场村，白墙灰瓦，古朴人家，移步
易景，宛如一幅水墨画。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志聪眼里，为这幅“画作”挥毫的，正是全体
官场村村民。

村民发现，从2021年 4月起，村里宣传栏开
始张贴积分“红榜”，公示积分月度以及积分前10
人的姓名、兑奖情况等。这是积分制在官场村的
具体实践。名单月月更新，积分高者上榜。正是
这张积分“红榜”，激励村民同心绘出幸福生活新
图景。

看着“红榜”上的名单，59岁的村民侯树生心
里痒痒，也想榜上有名。他不仅把自家庭院里里
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除掉了附近街道旁的杂
草，自费栽上了绿植。环境美了，心里敞亮，又成
功登榜，老侯的精气神更足了。邻居们瞧在眼里，
受到感染，“身边榜样”越来越多。
“大部分村民环境卫生保持得好，如果发现

谁家房前屋后有杂物，村民代表和村干部都会及
时提醒。”张志聪说，在“红榜”激励下，提醒谁都
管用。
“村民都想上‘红榜’，‘红榜’激发上进心，‘换

礼’换出新风尚。环境保持靠大家，村民文明素养
提升了，村庄自然更美。”张志聪说，除了动员村民
参与志愿活动赢积分外，官场村还将好人好事、家
庭氛围、移风易俗等情况纳入积分制管理中。积
分制实施一年多来，陈规陋习渐渐没了市场，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蔚然成风。

为让“小积分”发挥“大作用”，积分制工作开
展以来，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和区农村中心深入试
点村庄，巡回讲述积分制的目的、意义及典型案
例并制作《蓟州区乡村治理积分制示范村月份考
核表》供各村参考。考核表明确，积分评定实行加
减结合原则，9大项33小项详细标明加减分值，通
过正向激励、反向约束，引导村民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例如参加演出活动加2分、违规焚烧秸秆扣
2分等。
“我们同时鼓励各村根据本村实际制定积

分制标准。”区农村中心主任杨微介绍，现在各
村积分方式不尽相同，如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
将农家院、民宿管理纳入积分制考核，上仓镇河
西镇村建立了“商贸+积分”制，杨津庄镇下古庄
村将积分制上线，村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查
个人积分。

积分制“积”出社会好风尚，“换”来乡村
文明新气象。目前，蓟州区 557 个行政村的
10.67 万户家庭 33.79 万名村民已参与到积分
制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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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出好风尚“换”来新气象
蓟州区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积分制”探索乡村善治之路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乡村走笔

卖“萌”卖出

“萌经济”
武清区陈咀镇

推动羊驼养殖业助农增收

用心用情守护自由飞翔的“精灵”
——记宝坻区八门城镇王建庄村护鸟人杨军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孙红薇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通讯员 宋皓

杨军是宝坻区八门城镇王建庄村的一名
村民。王建庄村大面积种植水稻，每年开春时
节，地里蓄水，都会吸引候鸟来这里歇脚。然
而多年前，村民们担心农作物被破坏，经常有
驱赶鸟儿的事情发生。

近几年，宝坻区保护野生动物的力度越来
越大，村民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杨军也从“赶

鸟”人变成了“护鸟”人。
在候鸟季，杨军每天早上五点多都会来到

候鸟驻足的地方，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聆听
鸟儿鸣叫的声音，记录不同鸟类的生活习性，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五六年前，候鸟并没有这么多。现在，人

们爱鸟护鸟的意识增强了，生态环境也好了，
三四月份能看见天鹅、灰鹤等，到了十月十一
月还有灰雁、鸿雁等其他鸟类。其实，不是候
鸟季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早起去看看，感觉

这些鸟儿就像亲戚一样，看不见就想。”杨军
说，“宝坻区是我的家乡，守护好这里的候
鸟，让鸟儿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再苦再累也
值得。”

杨军告诉记者，2018年的候鸟季，他观察
到的天鹅和麻鸭数量还不算太多。2019年开
春之后，飞临宝坻区的候鸟种类和数量都有了
很大增长。今年三月份，杨军在黄庄洼发现了
来这里歇脚的第一批候鸟，之后又相继观察到
了上千只多年前见到的天鹅和灰鹤。十几天

后，杨军更是遇见了结伴而行的十几只东方白
鹳，他赶紧用观鸟镜记录了下来。尽管照片有些
模糊，但杨军却觉得非常珍贵，因为这是他第一

次在家乡看到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中国宝’，我感觉这

些珍稀鸟类就像‘环境测评师’一样，哪里的自
然环境好、食物丰富，它们就去哪里。”杨军感
叹道。
近年来，宝坻区加快建设“生态之区”，持续打

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攻坚战，把绿色发展理念
贯穿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积极宣传野生动物保
护知识，着力提升村民保护环境的意识，营造全民
爱鸟护鸟的浓厚氛围。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造就
了一批像杨军这样的人。
说到以后的打算，杨军最大的梦想就是组建

一支宝坻区“80后”的民间护鸟组织，宣传、普及
鸟类知识，共同守护这群自由飞翔的“精灵”。

图为杨军在工作（资料片） 摄影 于晴

提起萌宠，很多人会想到原产
于南美洲的羊驼。在武清区陈咀
镇小王村，这种“漂洋过海”来的
呆萌动物，不仅靠“卖萌”成为网
红，还靠卖“萌”卖出“萌经济”，拓
宽了乡村的致富路，鼓起了村民
的钱袋子。
“咱身子骨硬朗，总想找活儿

干，如今找着生钱道儿了。”圈舍里，
一大群羊驼伸长脖子歪着小脑袋等
着喂食，51岁的小王村村民李德奇
抱着干草投入食槽。他在羊驼基地
务工，管喂养羊驼、清洁圈舍，“环境
干净，工作轻松，一个月拿 4000
元。家门口就能上班，挺好。”

陈咀镇地处武清区西南部，与
北辰区交界，主干道四通八达，京
沪高铁、京沪高速贯穿全镇，永定
河、中泓故道蜿蜒流淌，这里素有
“鲜食玉米之乡”美誉。水清土沃、
交通便捷，畜牧养殖业成为传统优
势产业，武清区奶牛养殖产业名片
之一“百圣养殖”就坐落在镇西北
的小王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
优势，2022年10月，中宠（国际）羊
驼养殖基地又在小王村成立，一期
占地7万平方米，目前已从智利引
进羊驼 600 多只，不久还将引进
3200只，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羊驼
养殖基地。
“基地从审批‘最先一步’到

投用‘最后一公里’，陈咀镇始终
关心关注，解难题、送服务，重点
扶持。小王村村民也全力支持。”
基地负责人李勇介绍，基地主要
经营宠物羊驼繁育、羊驼回收、驼
绒加工及科研项目采集等，带动
周边村民就业40人，人均年增收
4.8万元左右。

为助力乡村振兴，基地还将推
出“致富农 11”计划，即每家农户
可领养11只羊驼，其中包括10只
母羊驼。待羊驼繁育后，基地将
以市场价回购。羊驼寿命在25年
左右，母驼可连续繁育15次胎，其
间，基地提供相应技术、医疗等服
务。预计一年后，第一批羊驼繁
育，将直接带动每户签约户增收8
万元。
“羊驼全身都是宝，特别是驼

绒柔软、保暖性好，被称为‘软黄
金’。目前，我们正吸引驼绒加工
商家入驻，希望为养殖户带来更
多收益。此外，‘萌经济’驱动新
消费，一只呆萌可爱的羊驼能卖
两三万元。”陈咀镇副镇长段瑞成
介绍，陈咀镇持续探索现代都市
型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明
年将助力基地建宠物乐园，打造
“养殖+旅游”产业模式，带动更多
农民增收致富。

乡村人物

▲日前，在东二营镇北高庄村，村民王圆圆等人帮助困难家庭收拾庭院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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