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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改变一条村
大沥太平社区聚民心集民智借民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探索出多元参与的基层善治之道

盛夏，漫步于南海大沥太平社区的大街小巷，一股清

新宁静的气息扑面而来。村道宽阔整洁，四处绿树成荫，

三两老人孩童在公园里聊天、嬉戏，不时还有古朴清幽的

祠堂、书舍映入眼帘，更有精致美观的“四小园”……一幅

人和景美的乡村画卷正在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太平社区徐

徐铺开。

十年，一个个村居见证了南海乡村蝶变的非凡历

程。2012年，南海创建“广东省生态乡镇”打下坚实基

础，自此，从抢抓新一轮深化“三旧”改造综合试点机遇，

到深入推进百村升级行动计划、铺开美丽文明村居建设，

再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南海乡村人居环境有了质

的飞跃和提升。

乡村要振兴，群众是主体，社会力量是关键。如何改

变在村居普遍存在的“政府干、群众看”现象，让群众在乡

村振兴的舞台上“唱主角”，让社会力量发挥其各自的优

势？太平社区通过“我为百园捐百元”活动，聚民心集民

智借民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探索出一条多元参与的基

层善治之道。在这里，一个人带动了一群人，一群人改变

了一条村。

盛夏，万物葱茏。当南海吹

响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冲锋号时，

太平社区白界西经济社村道旁的

凤凰木花开正艳。“环境好整洁，

公园真漂亮！”第一次走进太平西

村三经济社，人们往往会发出这

样的赞叹，而体验过篮球场边那

座橙色实验公厕的人，更会被其

先进崭新的设施所吸引，一扫乡

村公厕“脏乱差暗”的刻板印象。

对于太平这样一个下辖25
个经济社的大社区来说，人居环境

整治是一件让村干部颇为头疼的

事情。太平社区党委书记郭景钊

告诉记者，如今村民三餐不愁了，

过去的习惯却还如影随形，常常是

当月清拆完，下月又反弹了。究其

深层缘由，则是村民觉得那是政府

该干的事情，大多数人都是“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数据显示，目前南海有集体

经济的村居222个，下辖经济社

2047个，村社两级集体资产总

额达570多亿元。这是好事，亦

有隐忧。一方面，村（居）委会虽

然具有社会管理职能，但不掌握

主要经济资源；另一方面，掌握大

量农村“三资”的经济社只负责集

体经济的管理、运作，在社会管理

职能上往往是缺位的，这进一步

强化了村民“公共事务与我无关”

的思维。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

破解“政府干、群众看”的局面。

面对这种现象，太平社区的解题

思路简单却有效：先带头干给大

家看，再带着大家一起干。想方

设法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出了力

大家才知道好好珍惜。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太平

社区首先要求党员干部、经济社

骨干带头“自扫门前雪”，再挨家

挨户动员村民做好房前屋后的清

洁。同时，郭景钊带头捐了一棵

凤凰木，两委班子集体捐了一棵

凤凰木，白界西党支部捐了一棵

秋枫。它们生机勃勃，用一种“冲

锋在前”的姿态，让村民看到了社

区和经济社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

决心和效果。在干部的带动下，

村民纷纷开始认捐树木。当村里

绿树成荫时，人心也更齐了。

有了大家的共同参与，不仅

事情做起来更容易了，成果也更

能得到大家的维护。习惯了干净

舒适的环境，村民再也无法忍受

“脏乱差”。“自记事以来，村里从

没那么干净漂亮过，现在大家不

但自觉讲卫生，还会互相监督

呢。”村中老人纷纷说道。

经过探索多元共治的实

践，太平社区收获了宝贵的

经验，并用在“四小园”建设

上。为了凝聚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进来，太平社区党委发

起“我为百园捐百元”活动，

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

曾经生活在太平社区的

企业家李慧钊，听闻太平社

区要进行环境整治，毫不犹

豫捐出50万元。“我一直都

认为自己是太平人，太平就

是我的家乡，虽然我已不住

在这里了，但是我的心一直

都牵挂着它。从社区的变化

也能看出来，社区干部都有

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作为

太平社区的一分子，我愿意

尽我所能，让家乡变得更

好。”李慧钊说。

李慧钊的善举感染了村

民们，“别人只是曾经住过这

里，都出钱出力，我们本村人

怎能无动于衷呢？”这样的声

音在社区里不断传开，在这

样的氛围下，不少心系太平

的乡贤、村民等各方力量纷

纷投入到太平社区人居环境

整治中。仅第一轮募捐活

动，社区便筹集到资金超过

五百万元，这笔钱除了用于

“四小园”建设，也将用于太

平慈善会扶贫助困支出。

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

是靠一件件实事好事、一次

次带头守诺积累的。郭景钊

说：“人居环境整治中，一共

拆除了500多处乱搭乱建，

但关键点却在最难拆的那几

处。如果做不到公平对待全

部拆完，村民对我们的所有

信任和理解都将在一瞬间崩

塌。”因此，村干部带头往前

冲，对待乱搭乱建一视同仁，

厂企、党员、村民纷纷参与进

来，让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得

以顺利推进。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

群人改变一条村，当向好向

善的涓涓细流汇聚起来，便

成为一股引发村居蝶变的巨

大洪流。

5月19日，佛山市通报

2022年第一季度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专项检查结果，南

海三社区获市通报表扬，其

中大沥镇太平社区以明检行

政村（社区）第三名的成绩，

获得100万元人居环境专项

奖励。

记者发现，在人居环境整治

上，太平社区的基层治理责任早已

直插到经济社一级。这是巩固拓

展整治成果的最有效路径，也是压

实经济社社会管理责任的一个重

要体现。

“用经济社社长、骨干们的话

来说，就是感觉工作越来越忙了。”

郭景钊介绍，太平的经济社不仅要

管收租、管分红、管福利，还要承担

起很多社会管理责任。最具代表

性的一项工作，就是经济社社长、

骨干要定时巡查村头巷尾，担负起

人居环境整治和效果维护的主责。

走进西村三经济社，给人的第

一印象是很干净整洁，除了不时映

入眼帘的漂亮“四小园”，一座崭新

明亮的实验公厕和颜色抢眼的垃

圾定点投放点也让人印象深刻。

每天，西村三经济社社长李冀

成都会巡遍村里的大小巷道，令他

感到欣慰的是，已连续一个月没发

现乱扔、乱堆的情况了。接下来，

他将重点准备池塘围栏的修缮事

宜。工作越来越忙碌，李冀成却乐

在其中：“村容村貌变好了，得益的

是村民。环境整治永远在路上，我

会不遗余力守好我的‘责任田’。”

据了解，太平社区在9个自然

村和1个公共区域的划分基础上，

还建立了10个环卫保洁交流微信

群。村民一旦发现脏乱差现象，就

可以通过发微信、打电话的方式向

本经济社社长报告，再由社长前往

该处督促处置。与此同时，村里的

高清摄像头也被赋予“新使命”，一

旦抓拍到破坏环境的行为，工作人

员就会在微信群上进行曝光。通

过“社长+科技”模式，太平社区建

立了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监管机

制。

同样忙碌的还有白界西经济

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郭达成，目前

他正谋划着完善村里的涂鸦。其

实，白界西已是太平社区人居环境

整治的标杆村，也是善于调动村民

积极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模范村，更

是以微景观概念超前建设“四小

园”的南海领先村。但在郭达成看

来这还远远不够，他认为村道边的

围墙稍显单调，便计划沿墙种上藤

科花草，以提升村容村貌。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是

乡村振兴至关重要的点，而发动乡

贤力量参与治理，则不失为一个很

好的模式。在全国上下喜迎党的

二十大召开之际，南海决心用新一

轮探索打造无数个进阶版的善治

图景，以率先实现基层治理现代

化，努力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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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社区白界西经济社的美丽墙绘。

破解“政府干、群众看”局面

干部做示范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

乡贤聚力量
经济社社长们越来越忙了

治理责任入社

（上接A01版）

南海为此进行着系列探索。

8月20日至21日，在千灯湖公园，

水上飞人表演、夜光龙船漂移、夜

光舞狮表演，“汀见”文明之声音

乐会接连上演。岭南特色的“国

潮”文化遇上时尚活力的千灯湖，

吸引了广佛众多观赏者前来寻找

诗和远方。

不仅在千灯湖中央活力区，

在九江的“儒林湾之夜”，在狮山

的南海体育中心，这样的文化消

费场景不断涌现。

在很多人眼里，有着超7000

亿元工业产值的南海，更像是一

位“工科生”，制造重镇的形象非

常鲜明。但事实上，南海是一位

“双优生”，历史文化积淀同样深

厚。西樵山被誉为“珠江文明的

灯塔”“理学名山”，桑园围水利工

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醒狮、

龙舟、功夫、粤剧，无一不是世界

级文化IP。

这些世界级的文化 IP，只要

进行适当的创造性转化，就能转

化成无限的发展动能。经第三方

机构测算，2020年南海区文化、旅

游、体育产业总产值约 948.86 亿

元，2021年南海全年接待旅游总

人数 1332.32 万人次，文体旅，已

经成为南海近些年增长最快的行

业之一。

除了促进文旅消费，南海还

不断做优做强影视演艺、休闲体

育、电竞动漫、文化创意、红人经

济等多种业态，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红人经济，通过举办全球网络

红人大会、南海大地艺术节，加快

粤港澳大湾区电竞文创产业中心

建设，努力将文化产业打造成为

支柱产业。

让文化软实力
为“南海制造”注入新活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也是南海

产业增添竞争新优势的需要。

“抓改革，促转型”是本届政

府的工作主线。南海，正在大力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文

化赋能，正成为带动传统产业升

级的重要路径。包括红木、玉器、

纺织、陶瓷等传统产业在内，都在

发力文化突围，寻求文创的赋能。

这是因为，文化和创意，有着

点石成金的创造魔力。文化产业

具有高渗透性、强融合性的特点，

一旦插上创意驱动、美学引领、艺

术点亮、科技赋能的翅膀，传统产

品的品牌附加值将得到提升，从

而助力企业从普遍同质化的竞争

中胜出。

在南海，文化与传统产业的

融合正在加速。一大批传统制造

业企业牵手文化产业，掘金文化

附加值。比如尝到甜头的可儿玩

具，每年版权交易收益近2000万

元，通过与动漫文化结合，推动企

业从传统制造业蜕变为文化产

业，同时助力可儿娃娃销量年均

增长30%。又比如，蒙娜丽莎、九

江酒厂、源田床具等企业纷纷建

设企业博物馆，实现从输出产品

到输出品牌和文化的跃升。

通过“+文化”，一些传统行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天下玉，平

洲器”之誉的平洲玉器，正在搭上

文化的快车。今年6月，平洲玉器

启动第一届大湾区玉器珠宝国潮

文创设计大赛，启动玉器珠宝文

化周活动，政府联合企业一起传

播翡翠文化，提升翡翠产业的附

加值。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搭建

文化博物馆、特色仿古文化街区

等文旅项目，将文化旅游融入到

特色产业链条之中。

除了平洲玉器，西樵纺织也

正通过打造国潮版的纺织文创园

区，促进文旅与纺织跨界融合发

展，期待迎来转型的春天。

英国、日本、韩国等文创产业

发达国家实践表明，制造与文化融

合得越深，价值提升幅度就越大。

轻资产、无污染、高价值，文化创意

产业的诸多优势，使之成为当前转

型升级背景下的香饽饽。

某种程度而言，文化的竞争，

将突破产业同质竞争的天花板。

让文化软实力
增添南海人才集聚新优势

年轻人对一座城市的留恋之

情，在于良辰美景，更在于文化栖

居。提升文化软实力，将显著增

添南海人才集聚的新优势。

人才是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

力。城市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

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引进和流动

除了受产业、制度的影响，人文环

境的影响力也正在显著加大。为

各类人才提供高品质的人文环

境，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关键

一环。

对于企业而言，“人文环境”正

成为吸纳人才、留住人才的有力保

证。正如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姜晓平所言，新生代人

才更加看重生活品质等“软性条

件”，打造高品质的“人文环境”，非

常贴近当地企业的要求。

就在上周，一条“延时·南海”

的视频刷爆了南海人的朋友圈，

对外开放不久的南海体育中心灯

光璀璨，华丽的光影变幻间动感

十足，迎来阵阵人潮，成为活力新

南海的又一文化地标。

事实上，除了南海体育中心，

“最美书店”钟书阁、澹如书屋等

的对外开放，也同样引起许多南

海人的刷屏。刷屏的背后说明，

进入新时代，广大群众对精神文

化的需求已经从基本的、较低层

次的需求，转化为多元的、较高质

量的需求。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服

务体系，既符合城市未来发展的

需要，也符合广大市民的期待。

近年来，飞鸿馆、樵山文化中

心、南海体育中心等重大文化设

施的开放，南海文化中心、南海艺

术中心的加快建设，为南海这座

制造城市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

息。

但我们也应清楚认识到，与

国内外的先进城市相比，南海的

文化事业还存在对文化资源挖掘

利用不够、文体设施不够和不平

衡等问题，特别是文化创造性转

化方面还有许多功课要补。

可以说，南海比任何时候都

迫切需要文化的突围。建设现代

化活力新南海，迫切需要将文化

软实力转为高质量发展“硬实

力”。文化是南海的最大优势之

一，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南海高

质量发展之路，恰逢其时！

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南海高质量发展“硬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