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家村的探索，为曲阜市乡村治理提供了新
样本。近年来，该市以“微改造、精提升”为抓手，
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发动群众39万余人次
清理陈年垃圾，312公里沟渠重现水清岸绿，413
个村庄完成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各镇村因地制宜创新机制——陵城镇

“积分超市”用垃圾换日用品，石门山镇“庭院经
济”让菜园变景点，书院街道“和为贵”化解邻里
纠纷……“美丽乡村建设不能政府唱独角戏，必
须让村民当主角。”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曲阜市分局
局长许泽冰说。

站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武波指着远处正在修建
的生态停车场告诉记者，村里正谋划将“巷长制”与
乡村旅游结合：“环境好了，游客多了，下一步要让
村民吃上‘生态饭’！”此刻，夕阳为青石板路镀上一
层金边，三三两两的村民拎着扫帚走向巷口——又
到了每日的“义务清扫时间”。

从“各人自扫门前雪”到“共护一巷清幽景”，武
家村的变化印证了一个朴素道理：乡村振兴的根基
在农民，活力在机制。当治理单元从“村”细化到

“巷”，当“干部责任”转化为“群众共识”，美丽乡村
建设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

要让村民吃上“生态饭”

每月全村开展每月全村开展““最美胡同最美胡同””评比评比

近日，任城区济阳街道运河社区联合凤凰
怡康医院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技能培训活动。

活动伊始，讲师通过生动形象的案例和
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气道异物梗阻
的危险性。“异物堵塞气道后，黄金抢救时间
仅有4分钟，若不及时施救，后果不堪设想。”
讲师强调，海姆立克急救法正是应对此类突
发状况的“救命法宝”。

为确保居民真正掌握急救技能，培训特
别设置了实操环节，讲师分组进行“一对一”
指导，让居民亲身体验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
作流程。同时，网格员向居民发放了急救知
识手册，方便大家后续学习巩固。

（通讯员 邵丹）

近日，任城区济阳街道龙行社区联合任
城区人民医院开展“义诊进社区 健康零距
离”活动。

活动现场，医院医务人员为居民提供健
康咨询、血压测量及心电图检测服务。面对
居民提出的各类健康问题，医护人员详细询
问身体状况和病史，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
给出个性化建议与专业治疗方案。针对行
动不便的老人，医护人员与社区工作人员上
门入户，将贴心的健康关怀送到老人身边。

（通讯员 谢冬静）

近日，任城区仙营街道仙营社区携手吕
济华宣健康管理中心开展“行走的中医药文
化”科普宣讲活动。

活动中，主讲医生为大家科普夏季饮食
保健和常见疾病的预防。从中药发展、生活
中常见中药、中药与日常生活以及中药使用
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展开讲解。通过讲述神农
尝百草等历史脉络及诗词中的中药意象，结
合黄芪红枣茶、茯苓粥等药膳配方，生动展示
中药融入现代生活的科学性。居民们不仅了
解了中医药在养生保健、疾病治疗等方面的
独特优势，还学会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
中医药知识来维护自身健康。

（通讯员 杜保丽 阚南南）

近日，任城区仙营街道秦庄社区开展“倡
导文明餐桌 共筑节约新风尚”主题宣讲活
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营
造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精心制
作的宣传短片，展示了全球粮食浪费的严峻
现状以及我国粮食生产的不易，让居民们直
观地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
后，社区宣讲员结合生活实际，用生动鲜活的
案例，从多个角度深入阐述了文明餐桌、节约
粮食的意义，倡导居民践行“光盘行动”。

（通讯员 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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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管家”上岗记
武家村“巷长制”蹚出生态治理新路径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孔波 雷夫幸

“过去村干部喊破嗓子，村民依旧各扫门前
雪。”武家村党支部书记武波坦言，农村环境治理长
期面临“干部干、群众看”的尴尬。去年8月，村“两
委”尝试将治理单元从行政村下沉至街巷——每条
胡同推选一名巷长，由党员、热心村民轮值担任，每
季度更换一次。巷长每日巡查责任区，发现卫生问
题直接敲门提醒；每月全村开展“最美胡同”评比，
选出优秀巷长进行表彰。

制度推行之初并非一帆风顺。有村民嘀咕：
“不就是换个名头搞检查吗？”

转折发生在今年初春。
村民武建国轮值当巷长时，发现邻居家柴草堆

侵占巷道，多次劝说无果后，他默默将柴草搬回对
方院内。第二天，这户人家主动登门道歉，此后不
仅规范堆放杂物，还加入义务清扫队。“轮值让大伙
儿将心比心。”武建国说。如今，51名巷长中七成
是普通村民。

走进武家村，青砖灰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家家
户户门前的花箱里花草绽放。巷长们的巡查日志
记录着变化：从最初的“每日清运垃圾3车”，到现
在的“零杂物堆放”；从“劝阻家禽散养”到“村民自
发建鸡舍”……环境改善的“溢出效应”更令人惊
喜。村民孔德发在巷长建议下，将废弃猪圈改造成
小菜园，丝瓜藤爬满竹架，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点。

“环境美了，心气顺了，连家庭矛盾都少了！”他乐呵
呵地说。

这套机制的成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村“两
委”将环境标准细化为“五无三净”（无垃圾、无污
水、无杂物、无乱贴、无散养；路面净、墙面净、绿化
带净），巷长手持清单逐项检查；设立“红黑榜”，连
续三个月不达标的家庭需在村民大会上作说明。
更巧妙的是，村里把每月考评与“文明家庭”“好媳
妇好婆婆”评选挂钩，环境治理悄然融入乡风文明
建设。

环境美了，心气顺了，连家庭矛盾都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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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做起

清晨七点，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青石巷里，孔令燕手持竹扫帚，正弯腰清扫路边的落
叶。她身后，几户村民推开院门，默契地拎起水桶冲洗门前石板。“这条巷子是咱村的门面，
可马虎不得！”孔令燕擦了擦额头的汗珠，笑着对记者说。她的另一个身份，是这条巷子的
“巷长”。

这一幕，正是武家村推行“巷长制”的日常剪影。今年以来，该村以51条街巷为单元，
由村民自主推选巷长，建立“村干部包片、巷长包巷、村民包户”三级网格，将环境整治责任
细化到每一块砖瓦。短短半年，村内垃圾乱堆、污水横流的顽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门
前三包”的自觉行动，以及村民争取“美丽胡同”荣誉的热闹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