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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村庄 、村庄与土地 ，是相互依
存，长久共生的合作关系，是费孝通先生
在《乡土中国》里说的“从土里长出过光
荣的历史”。 在文化村，我们感受到村民
对这份“历史 ”的依恋以及对村庄的感
情。

石岭沟小流域治理快 3 年时间，水
质改变带给村民的不仅仅是解除了危害
健康的风险 ， 更给村民留下了一个理
念———留给下一代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需要我们这代人为之付诸行动。

和村民们闲聊时，他们已经有了初
步的构思，那就是要把家乡的土地和自
然环境留给下一代，让这里变成一片有
生机和希望的土地。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
兴的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
势和宝贵财富，只有乡村美了，村民才会
乐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也了解到，文
化村的村民之所以会这样支持生态治
理，也和他们一直开展的新民风有关。全
村常住人口 2391 人，有 160 多人参加了
小流域生态治理巡护队。 村里还有两个
微信群，村委会在建群之初就定下，群里
必须有村组干部和环保队员，村民们的
环保意识也在逐年提升。

得益于生态环保，绿色种植成了文
化村的特色，还依靠能人大户，发展了两
处桃园。 村里依据地理实际，今年将聚
力发展种植桃 400 亩 ， 富硒蔬菜种植
150 亩，林下观光养殖 300 亩。

伴随着北环线通车，文化村和安康
城区的连接更加紧密，也更方便，让更多
村民认识到人居环境利己利民利国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非常重要，进一步树立“像
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
意识，养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同时引
导村民，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从而主
动参与到行动中来，形成自觉，建立人与
土地的感情连接。

（田丕）

“顺手”这个词现在是关庙镇文化村一个热
词， 村民们相互间聊天和开玩笑都会提上一两
句。啥叫“顺手”？村民汪云鹏带着记者边走边说
起一件往事。

“以前，村上没有垃圾收集箱，大家也没有
环保意识， 家里产生的垃圾就倒在自己的地边
或者树林、水沟里，时间长了，到处都可以看到
白色的塑料袋和穿不上的旧衣服、旧鞋袜。 也有
村民把垃圾堆在闲置的地头， 过上一段时间就
点着烧掉，刺鼻的烟味实在难闻。 ”汪云鹏接着
说，“也有村民把垃圾倒在了别人家的地头，可
别人发现后又不让倒。 即使当时没有发现，事后
也会站在垃圾堆前大骂，导致邻里关系不融洽，
甚至会出现两家因为倒垃圾而互相吵架的情
况。 ”

时间长了，村里的气味越来越难闻，汪云鹏
和其他村民一样，出门得用手掩着口鼻，天气热
起来时，苍蝇多得让人不敢开窗户，用手都撵不
走。

顺手

66 岁的汪云鹏是文化村四组的村民，作为
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他对石岭沟的山水有着一
种深深的感情。 可是他们不知道，祖辈以来养成
的生活习惯已经对自己居住生活的环境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2019 年， 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在村
里抽取水样进行检测， 并确定在文化村启动环
境调查和保护后，立即引起了汪云鹏的注意。

改变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 不是一蹴而就
的，汪云鹏和徐智凤都有体会，最先开始时，对
于绿色秦巴的做法，他们远远地观察，私下里也
会坐在一起聊起这个事情， 让他们想不通的一
点是， 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怎么就有了影响人
健康的东西？

等到李鹏博和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再次来到文化村时，借着闲聊，他们抛出了这个
问题。 “我们在 10 个取水点取样观察，发现是化
肥农药和生活垃圾构成了水质的总氮超标，它
会一直留在土壤里，对你们身体有伤害，也会影
响住在这里的后代。 ”李鹏博给村民解释了为什
么生活垃圾和化肥会影响到现在和今后的生
活， 也告诉他们将会招募一批志愿者和绿色秦
巴组织一起治理石岭沟小流域水质。

村上招募的消息一出来， 汪云鹏立即报名
参加。

自参加了巡护队， 汪云鹏和其他队员一样
养成了一个习惯，路边、水沟、林地，无论村里什
么地方有丢弃的垃圾， 他们看到都会顺手捡起
来，再丢到垃圾桶里。

“虽然是公益性活动，没有任何报酬，但我
根本就不介意，只要能把村上的环境保护好，多
做点心里也乐意。 ”汪云鹏说。 在参加志愿服务
队后，他就积极参与道路清扫、河道淤泥清理、
垃圾清运等活动。 “基本上每月都会组织一次活
动，如果农忙或者雨涝天气过后，就会集中开展
几天活动，把沟里的垃圾捡干净，淤泥清理掉。 ”
汪云鹏说，“在平时没有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走
在路上或者是沟里、地边，遇到垃圾也就顺手捡
了，放到固定的位置，见到随手扔垃圾或者垃圾
放的不是地方，也会及时劝导。 久而久之，就成
了一种习惯，每天不出去转转、捡捡垃圾还会觉
得心里不舒服。 ”

村里的环境一天天好起来， 也没有了难闻
的气味，“开展环境保护带来的变化非常明显。 ”
汪云鹏说，绿色秦巴购买了一批小型垃圾桶，免
费发放给第一批志愿者， 由志愿者带头进行垃
圾集中堆放，并带动其他村民积极参与。 经过一
年多的带动和示范， 村民们也看到了环境改变
带来的好处。 2021 年，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研究，
决定征收垃圾处理费，并购置了垃圾集中箱、垃
圾桶。 自此之后，村民们乱扔垃圾的现象越来越
少， 焚烧垃圾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村里再
也没有大量的苍蝇影响生活。 ”汪云鹏说。

自愿

从麻利的动作完全看不出徐智凤已经 74
岁了，下溪沟上山坡，她脚下生风走得比年轻人
都快。3 月 17 日，她早早地和其他巡护队员一起
在村委会等着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的到
来。

见到记者， 她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微信群里
的通知：各位环保组长，定于 3 月 17 日上午（星
期四）上午九点，各组长带上一名队员穿上马甲
戴上白帽子在村上参加活动，不得有误，特此通
知。

“我还有点害怕有人没有看到信息，8 点不
到就赶到村委会，结果我前脚刚到没多久，各组
组长就齐刷刷都来了。 ”徐智凤说，像这样的活
动一个月会组织一到两次， 由巡护队的顾问李
辉智给徐智凤打电话， 然后再由她给组长们电
话通知，组长再负责挨家挨户通知组员。 “活动
不一定每次全员参加，有时间的就参加，一般都
是 10 个人左右，大家分组活动。 ”除了电话通
知，巡护队还建了微信群，遇到有活动会提前两
天通知队员。

2019 年， 李辉智和徐智凤找来村里几个人
一起开了个会， 决定成立环保志愿服务队号召
村民捡垃圾，“没想到村民们意愿都很强烈，这
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徐智凤说，第一次有 15 个

人参加了环保活动， 持续了 3 个小时走了 3 公
里多的路。

“平时看着没有注意， 等开始做这件事，才
发现村里到处是垃圾。 ” 沟里路边扔的是旧衣
裳、垃圾，到处都是，徐智凤和队员们一起用大
蛇皮口袋一袋一袋装。 她说：“之前看到这些东
西但是没有想到去收拾，因为不懂。 绿色秦巴环
保公益服务中心到我们村里后， 和我们说沟里
的水最后要送到北京去，这些垃圾有污染，会对
水质有影响。 他们还说这个事情跟我们子孙后
辈都有关系，只有环境好了，人才会少生病，才
会健康，这是多好的事情。 ”

李辉智和徐智凤决定 ， 不强求所有人都
来干，村民们愿意参加就参加 ，不愿意也不强
求。 这个想法点燃了村民们的热情和干劲，村
民们都很支持 ，自愿无偿参加 ，参加活动的每
个队员自己携带工具 ，包括手套 、垃圾袋 、火
钳还有自制的钩子。 “钩子主要是钩刺丛里面
或者手捡不到地方的垃圾 ， 这些工具都是我
们自己制作 。 ”徐智凤说 ，有时候遇到有人扔
垃圾，他们就去制止 ，然后给他宣传环保的好
处和作用。

这支巡护队的队员年龄大部分都在 50 岁
以上，其中李辉智 73 岁，徐智凤 74 岁，在他们
的带动下，现在也有年轻人参与进来，在巡护过
程中也会照顾年龄大的人。 “今天活动，一个小
组长叫章进梅，她早上要上班，专门请了两个小
时假回来参加。 还有一个组长叫王开群， 她有
事，就委托丈夫来，所以你看，人家都很支持我
们的活动。 ”徐智凤很开心。

徐智凤的家坐落在半山腰， 那是村里最漂
亮的一幢房子， 院子里修了假山鱼池， 时逢春
日，满院花香景美。 随着北环线的通车，住在城
里的儿子随时都能回来，“儿子们都很支持我们
的活动，村里其他家的人也一样。 虽然我们年龄
大了，但是我们也想为村子做贡献。 ”

新貌

在文化村， 新民风体现在村民素质的养成
和提升。

记者在 2017 年 3 月 18 日开始实行的 《文
化村村规民约》中看到里面有这样一条：不搞陈
规陋习，婚礼简朴，丧事简办，不办满月、生日、
升学、乔迁等喜庆活动。 人情往来随礼(份子钱)
不超过一百元，置办宴席不大操大办，每桌标准
不超过二百元，不劝驾驶人员饮酒。

为了提升村民素养， 文化村所处的汉滨区
关庙镇倡导和动员“乡贤回乡”参与新民风建设
和社会治理，依靠群众解决民风突出问题。 其中
的“五老”工作法，将传统乡贤自治与现代法制、

德治、自治有机结合，搭建村民自治平台，以群
众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推动新民风
建设。 镇上选拔身体健康、处事公道、热心公益、
经验丰富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军人、老
贤达为村人民调解员。 李辉智、徐智凤就属于文
化村的“五老”。

文化村村委会主任李辉普介绍， 村里依托
五老乡贤开展自治，制定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
推广好家风家训，实现依法立约、自觉履约、多
方监督，切实增强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村
民从开始不知道小流域保护是啥，到大力支持，
现在已经融入到个人的生活中了。 ”他说，全村
有 2391 人，巡护队队员已经发展了 160 多人。

同时 ，村里积极培育 、发展 、引导农户参
与组织成立专业合作社等经济合作组织 、专
业协会等群众性社会组织 、 志愿者协会等公
益慈善和服务性社会组织 ， 创新和提升村民
自治能力 。 还大力推行 “干部说法说政策 、群
众说事说心声 、大事要事民主协商 ”的工作机
制 ， 对集体事务 、 公共事务和村上的大事要
事 ，及时开展民主协商 ，做到 “群众的事情群
众议 ， 群众的事情群众定 ， 群众的事情群众
办 ”，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 、
主动性。

“垃圾不乱倒 ，粪土不乱堆 ，污水不乱排 ，
鸡鸭不乱养；门前三包 ，美化 、净化家园 ，不在
公路上占道堆放杂物以及晾晒粮食。 ”这些内
容被写入村规民约 ， 成为全村人都遵章执行
的标准。

村里环境美了、好了，也促进了村民发展产
业的信心，四组的汪祖新就很高兴。 去年一年他
靠着不到 2 亩的土地收入了四五万元。

蔬菜种植在文化村一直有传统， 加之离城
近，销路不愁，汪祖新倒茬种下菠菜、小白菜、蒜
苗、黄瓜、西红柿等作物，每天早上骑着摩托托
着 50 多公斤的新鲜蔬菜到江北晏家坡市场售
卖，总能早早地销售一空。 他说：“之前土地使用
了化肥， 看起来蔬菜长得粗壮， 但是口感就差
了，2019 年绿色秦巴环保公益服务中心在村里
开展小流域治理后，改变了村里的水质，我自己
的地里也用上了堆肥 ， 蔬菜的好口感又回来
了。 ”

像汪祖新这样种蔬菜的产业户还有五六
家，村里还发展了两处桃园，渐渐做出名气的李
丹桃园就位于文化村，还有占地 60 多亩的陈胜
桃园也日渐壮大。 春日里，金色油菜花伴着粉红
桃花， 李丹桃园的 200 余亩桃林映衬着山脚下
的村庄。

壮产业、兴家业，致富增收，如今在文化村
处处可见。

记者从教育部网站获悉，教育部办公厅日
前发布 《关于做好 2022 年中考命题工作的通
知》，要求严格依据课程标准命题，坚决取消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大纲或考试说明，不得超标命
题和随意扩大、压减考试内容范围，严禁将高
中课程内容、学科竞赛试题以及校外培训内容
作为考试内容，确保依标命题、教考衔接。

通知要求， 各地要科学合理设置试卷难

度， 既要防止试卷过难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也
要避免试卷过易难以体现区分度。 要根据不同
学科特点，合理设置试卷试题结构，减少记忆
性试题，增加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坚
决防止偏题怪题， 促进有效考查学生综合素
质。

通知提出，要积极推进省级统一命题。 尚
未实行省级统一命题的省份，特别是辖区内地

市命题单位存在命题管理不完善、条件保障不
到位、命题人员数量不足、命题质量不高等问
题的省份，要积极创造条件，力争 2022 年实现
省级统一命题，确保命题质量。 确不具备条件
的省份，要研究提出加快推进省级统一命题的
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到 2024 年实
现中考省级统一命题。

在强化试题政治性审查方面，通知提出要

建立试题政治性审查制度，切实加强各学科特
别是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等学科试题
的政治性审查，重点审查试题选材的价值导向
和材料使用的严谨性，杜绝出现国旗国徽图案
使用不规范、国家地图版式不完整、不尊重民
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等问题，确保试题正确政治
方向。

此外 ， 通知要求各地认真遴选命题人

员 ，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 “每个学科命题组
原则上不少于 5 人 （含至少 2 名试题审核
人员 ）”基本要求 。 同时要求各地要认真做
好阅卷工作 ，建立主观性试题 “一题多评 ”
制度和试卷抽检复核制度 ， 确保阅卷质量
和公平公正 。

（新华社记者 王鹏）

记者手记

教育部：2022年中考不得超标命题和随意扩大、压减考试内容范围

社区村民：“捡拾”起的乡风新貌

一个小流域生态治理的安康样本
记者 田丕 郭飒 周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