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东莞市政协十四届四次
会议第 20250187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廖芬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培育良好村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议》

（第 20250187号）收悉。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以培育良好村风为抓手，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促进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经综合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等部门的会办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融合“党建+文化”，引领村风文明建设

（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以“三农”战线先进模范、基层“三

农”工作者、新型经营主体、返乡创业农民工为重点，遴选一批优

秀百姓宣讲员，以“乡村振兴绘画卷 高质量发展谋新篇”“家乡十

年现新颜”“我的成长历程和乡村面貌的变迁”为宣讲主题，组织开

展线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超过 300场次。

（二）引入运用“积分制”。相关部门联合持续推进“玉兰花

开·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平台建设工作，创新性把积分制与美丽家

园建设结合起来，创建“玉兰花开积分超市”，全市已有 418个行

政村（社区）运用“积分制”，2024年受益群众约 24.4万人次，链

接各类物资约 229万元。

二、激活“文化基因”，凝聚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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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探索“融生善治共同体模式”。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与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共同研究发布“融生善治共同体模式”，

研究成果对东莞“融生善治共同体模式”的历史脉络、面临困境、

实现路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解读，将推动东莞历史人文的纽

带更紧、精神重塑的根基更深，厚植了莞邑文化自信，也为东莞

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精神活水。同时，以东莞6个典型村居

文化赋能乡村为原型，举办“一直很潮——东莞‘百千万工程’中的

文化润村专题展”，通过艺术化呈现与典型案例剖析，有效激活了

本土文化资源，唤醒市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集体认同。“融生善治

共同体模式”研究成果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善治新格局、激

发内生发展动力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与情感基础，是推动“百千万工

程”的创新性精神引擎。

（二）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每年举办“美荔东莞 给荔中国”东

莞荔枝文化周、东莞市村级篮球联赛（莞篮村BA）、农民丰收节

等活动。2024年组织参加全国“村BA”广东省赛，中堂镇获得季军，

大朗镇获得第四名。推介荔枝、葡萄采摘以及“田园郊享乐”品牌

休闲点46个次，打造5幅稻田画助力乡村特色游，麻涌美丽乡村观

光游路线入选国家级夏季精品旅游路线，企石镇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线路获得省、市重点推介。创新推出“文艺村超”，持续举办年

度群文赛事，举办超650场粤剧曲艺演出，丰富市民美好文化生活。

指导东坑镇丁屋村、常平镇朗洲村、茶山镇超朗村、横沥镇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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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寮步镇横坑社区、谢岗镇南面村等6个村（社区）创建“第四

批广东省文化和特色旅游村”。加强农业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

利用，推动东莞荔枝入选第三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推动莞香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开展莞香农业文化

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利用研究。

（三）搭建沉浸式、数字化的非遗传习场所。非遗主题馆方

面，2024年，我市推出道滘裹蒸粽制作技艺、华美月饼梦工厂、

竹塘麒麟舞等 12家具有鲜明特色的非遗主题馆。每个主题馆设有

展示空间、互动空间等，通过丰富的实物与图文资料，提供本土

非遗技艺的展示体验活动，让村民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比如，

道滘裹蒸粽制作技艺非遗主题馆设有道滘粽文化展示区、龙舟文

化展示区、文化长廊、DIY体验区以及网红打卡处，具备展馆、

餐饮、体验等功能，全面展示道滘粽的历史、文化和制作工艺；

凤岗竹塘麒麟舞非遗主题馆通过实物、雕塑、文创产品、电子屏

等载体，设置麒麟制作、实物展示、麒麟舞记等多个展区，全方

位展示竹塘麒麟舞的百年传承发展历程。非遗传承基地方面，目

前，全市共有市级非遗传承基地 16个、省级非遗传承基地 9个。

其中，横沥镇草龙舞传承基地，占地面积约 600平方米，设置了

舞草龙体验区、赏月亭、草龙舞历史文化展览区、传承室、民间

草龙非遗文创展示区，吸引不少群众前来学习草龙历史文化、编

织草龙和观看舞草龙展演，还通过举办“舞草龙文化节”、打造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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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IP“田小饶”等创新举措，使舞草龙非遗项目焕发新生，成为田

饶步村的特色文化品牌。非遗展厅方面，推动镇级文化分馆设立

非遗专业展示厅、展馆，系统性地收集、整理和展示地域特色非

遗项目。其中，麻涌岭南水乡文化艺术中心利用智能互动幕墙、

AI讲解等技术手段，丰富数字非遗体验，生动展现了粤曲、大步

巡游、东莞传统婚俗、中秋习俗等传统文化成果；沙田文化艺术

中心精心打造岭南疍民文化馆，通过生活场景重现、文字介绍、

影像照片等方式，配以高科技手段，全面展示咸水歌、疍家传统

婚俗、莞草种植、龙舟习俗等非遗项目，并常态化开展“周六学堂”、

沙田咸水歌会等主题活动，还建有书吧、剧场、舞台等文化休闲

空间，集文化观赏、文化体验、文化创意于一体，成为游客打卡

的网红点。

（四）推动文化资源下沉。通过举办岭南乡村文化节、“我们

的节日”等特色活动，深化“友能量”“文明实践五色花计划”等品牌

活动，推动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探索村风文明建设新路径。

三、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深化基层民主建设。出台规范实施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四

议两公开”制度的文件，明确五类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六个实施

步骤及三项注意事项，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指导望牛墩

官洲村做好全国议事协商试点工作，巩固官洲村“板凳夜话”“湖畔

学堂”“长者饭堂”“榕树下聊天”四大民主协商议事品牌。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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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协商地方标准，明确提出社区协商的9大类事项、参与协

商的15类主体、开展协商的5种形式和6道程序、成果运用的4种方

式等，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协商活动19139场次，协商议题数

达3万余宗。

（二）推广清单制治理方式。研究起草村（社区）依法履职事

项清单、村（社区）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初步界定村（社区）

各类组织依照法律法规需履行的48项职责，需协助政府工作的149

项职责，进一步厘清基层政府与村（社区）间的权责边界，为减

轻村级行政负担提供制度支撑。全市大多数镇街已基本运用五张

清单，所有村（社区）基本实现运用党工委、村（居）委会、经

联社职责清单。

（三）村规民约实现全市行政村全覆盖。2024年，我市有村规

民约的行政村350个，实现了全市行政村村规民约全覆盖。对原《村

规民约（模板）》进行修订完善，聚焦绿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

管理、引导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出租屋管理、

停车管理规范等“百千万工程”重点内容，形成莞版村规民约（居

民公约）58条，进一步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未来将探索

实施各村（社区）探索运用福利挂钩、张榜通报、行为约束等方

式提高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实用性和约束力，实施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红黑榜”和“积分制”评价机制，将村（居）民的“守

约”行为与个人荣誉、评先评优、实物或服务奖励等激励事项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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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村（居）民履约意识。

（四）全域推进“莞香家园”住宅小区建设。召开党建引领住

宅小区治理现场会，将住宅小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主阵地、主

场景，按照“组织覆盖全、共建机制全、服务阵地全、文化载体全、

保障机制全，党建工作优、共建成效优、服务水平优、家园意识

优、业主评价优”的“五全五优”标准，组织全域开展“莞香家园”住

宅小区建设工作，力争用 3年时间，实现住宅小区“两社三中心”

全覆盖，构建小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四、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促进乡风

文明

（一）持续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好家风。创建文

明家庭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是营造良好社会

风气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文明家庭的培养和选树

工作，在文明家庭创建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获评全国、省、市

文明家庭荣誉称号的家庭户数稳居全省地级以上市前列。截至目

前，我市共有全国文明家庭 3户，广东省文明家庭 4户，东莞市“文

明家庭”285户。根据上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工作要求，

省市两级已分别暂停、取消“文明家庭”创建评选活动，目前仅保

留有全国文明家庭评选，且创建周期为三年，每轮周期各市平均

入选 1户。因此，关于“文明家庭覆盖率提升至 90%”的建议，目

前难以实现。下来，我们将持续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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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引领带动更多的家庭、市民倡树文明新风，争做文明事、

争当文明人，共同建设城市文明。

（二）深入推广“两邻”理论等有关精神。印发《关于广泛宣

传推广“两邻”理论、“三家”建设、“一老一小”关爱、“两社三中心”

建设等有关精神的通知》，指导各镇（街道）组织村（社区）利

用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场所、宣传栏、小公园、巷道、小区

楼道过道等阵地载体，通过张贴海报、播放电子显示屏、植入宣

传品、开展专题活动等不同方式，向基层群众广泛宣传“两邻”理

论、“三家”建设、关爱“一老一小”、“两社三中心”建设有关精神，

引导全社会树立良好家风，共同打造幸福和谐现代社区。

五、内外兼修提升乡村品质，推进环境育人工程

（一）实施“文化上墙”计划。持续加强社会面宣传，协调全市

各园区（镇街）、各单位充分运用各类电子屏、宣传栏、公交地

铁移动终端、新媒体等阵地广泛刊播“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讲文

明 树新风”等主题公益广告、宣传标语，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二）因地制宜打造绿美小园。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中，践行“微改造、精提升”理念，以“四小园”建设为重要

切入点，鼓励村（社区）挖掘边角地块，建设农村小菜园、小果

园、小花园、小公园等小生态板块，以边角之景带动村容村貌提

升，用“绣花功夫”点缀东莞美丽乡村画卷。制定相关工作指引规

范小生态板块建设，对优秀典型案例加强宣传。通过坚持不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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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各镇（街道）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有效提升村庄品质、群

众高度认可和喜爱的绿美小园，促进了农村人居环境“大提升”。

截至 2025年 5月，我市累计建成 12339个绿美小园。

（三）建设完善乡村文化设施。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高度重

视建设、完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不断提升村（社区）整体文化

品味。通过实施特色精品（示范）村创建工程，120个创建村（社

区）率先打造和建设了一批乡村景观小品、文化设施、人文元素

载体等，示范带动全市村（社区）通过乡村建设强化乡村文化，

全面提升我市乡村品质。

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通过完善村规民约提升村民知晓率、弘扬本土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认同感、传家训树家风育良好村风、加强村居环境建

设营造文化氛围、改善文化设施提高使用率、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提升治理效能等方式，不断提升村民文明素养，推动优良乡风建

设，增强乡村凝聚力，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和谐发展。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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