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区纪委监委探索“大数据+”监督模式，依托
大数据平台碰撞功能和综合分析能力，推动信息化技
术与纪检监察工作深度融合，为基层监督赋能增效。

图为9月4日，纪检监察干部利用“党员干部亲属
涉权事项大数据平台”比对、核查相关数据。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数字赋能 监督提效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9月 5日，大足区龙岗街
道办事处组织明星社区、观音岩村的50余名村（社区）
干部、党员、群众代表前往拾万镇长虹村、古龙镇忠义
村，学习人居环境整治经验。

当天，大家走进忠义村，放眼望去，屋后是绿色的山
林，家家户户院落干净整洁，柴草堆码整齐，家禽实行了
圈养，房前屋后花草葱茏，全村农村环境焕然一新……

“忠义村通过开展清洁卫生、文明家庭‘示范户’的
评选，增强群众荣誉感和积极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明星社区书记杨秀华一边观看，一边交流感叹说，“我
们也有优势，地处大足城郊，城区游客多，搞好农村人
居环境后，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忠义村在产业转型中，通过茶叶产业来撬动乡村
经济大发展，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如观音岩村的李
花可以让游客来赏花、采果，增加农户收入，推进乡村
振兴。”龙岗街道农服中心主任曾铖表示。

龙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其川表示，将学以致用，
在建设美丽乡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中，以“老家·观音
岩”为形象品牌，打造国家级田园综合体。

目前，龙岗街道正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
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广泛发动党员、干部、人大代表、
群众、保洁员等多方力量，鼓励村民做好房前屋后、院
坝周边的人居环境，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规范
化、常态化，确保整治见成效、乡村现美景。

龙岗街道

村社干部学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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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张玮 陈柯男

连日来，彭柳升和同事们正在对川
渝地区列入文保单位的重点石窟寺开展
田野考察工作，考察内容将成为“巴蜀石
窟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一名文物保
护工作者，今年是彭柳升从事文物修复工
作的第12个年头。而从文物“卫士”跨界
成为文物“医生”，成功入选国家“一号工
程”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重庆民间工
艺大师”，彭柳升走过了29个春秋。身份
变了，但他对大足石刻的热爱与守护从
未改变：“以前守石刻，现在修石刻，我希
望把大足石刻保护和传承下去，让我们的
子孙后代都能感受到大足石刻的魅力。”

守卫石刻安全

1990年，16岁的彭柳升离开家乡湖
南长沙，来到大足成为一名武警战士。

彭柳升喜欢画画，一有空，他便带着
本子去石刻景区临摹写生，也就是从那
时起，他和大足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4年，彭柳升退伍，正巧碰上大
足石刻招聘保安，他毫不犹豫报了名，成
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一名职工。

维护景区秩序、文物巡查是彭柳升
的工作，他每天都要在文物区内往返巡
查至少 6次，这里的一龛一像、一步一
梯，他都了然于心。

1996年年末，广大寺出现文物被盗
的情况，彭柳升和另外两名同事组成了
安保组，开展夜间侦查守护工作。

1997年 1月 3日，彭柳升和同事们
蹲守的第八天。数九寒冬，冷风吹得让
人直哆嗦。

深夜，一盗窃文物团伙潜入广大寺，
准备再次作案。彭柳升和两名同事迅速
上前，与手持凶器的罪犯展开殊死搏斗，
最终制服歹徒。

彭柳升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从人防、
物防、技防等方面提出加强文物安全防护

的建议20余条，大大提升了保卫工作水平。
寒来暑往，10余年的安保生涯里，

彭柳升对保护点的一龛一像都呵护备
至，先后记录工作日志100余本，所值守
的保护点没有一件文物被盗被损。

苦练雕刻技艺

山上的生活难免枯燥，年轻的彭柳
升总想干点什么，丰富自己的业余时间。

每天来宝顶山石刻景区的人络绎不
绝，其中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写生团队。

“那么多人专程过来学习，我天天都在
这里，这么好的机会，我何不也来学习学习？”
于是，彭柳升总是随身携带着铅笔和本
子，一有空就临摹石壁上那些精美的造像。

每每看到那些年久风化，“病害缠
身”的石刻造像时，彭柳升难过的内心又
萌生出一个想法：“我能不能自己学习雕
刻，再现石刻的美？”

说干就干，彭柳升向从事工艺品雕
刻的朋友借了工具，又跑去五金市场买
了錾子，开始摸索着雕刻。

而一些人却向彭柳升投来异样的眼
光，“一个保安一天到晚琢磨石雕，吃饱
了撑的。”

彭柳升却不惧这些，潜心钻研。
“第一件作品是一个吊坠，我照着大

足石刻里面荷花童子的形象雕刻出来
的。”一个星期后，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件
石雕作品，朋友看后，认为他很有天赋。

彭柳升信心大增，利用业余时间一
连雕刻了好几个小型作品。

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彭柳升开始尝
试雕刻大件的石雕工艺品。

对于没有专门学习过雕刻技艺的彭
柳升而言，宝顶山石刻就是天然的“学
堂”。夜间值班巡查时，山湾里一片寂静，
彭柳升举着手电筒，一边查看石刻造像，
一边在心里勾画每个造像的轮廓和造型。

越研究越着迷，千手观音造像、圆觉
洞造像全窟、卧佛、吹笛女、妙高山石窟
飞天、北山媚态观音……经过10余年的

艰苦摸索，彭柳升的雕刻技术愈发纯熟，
《大丰大足》《张目闭眼》《千手观音》……
多个作品获得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奖，彭
柳升也相继获评“重庆市优秀民间工艺
家”“重庆民间工艺大师”等称号。

跨界成为“文物医生”

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
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
护工程开始前期勘察研究，面向社会招
募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人员。

凭借在保卫、美术和雕刻等方面的
突出成绩，彭柳升脱颖而出，成为“2011
年度石质彩绘贴金文物专项保护修复技
术培训班”18人中的一员，这也标志着
他正式跨界转型成为大足石刻研究院的
一名“文物医生”。

“文物修复和雕刻创作完全不一样，
它讲究还原造像本来的面貌。”回忆修复
千手观音造像，彭柳升十分感慨，修复人
员必须站要站得、坐要坐得，手要稳要
狠，尤其是让不可移动文物“回去”的难
度之高，常人难以想象。有时，在崖壁边
修复，需要站到脚手架上，头一歪、手一
举，往往就是一个多小时。

彭柳升的任务是对千手观音的残缺部

位进行补形或造型，完全没有修复经验的
他天天挑灯夜读，“恶补”专业知识，到四
川、河北、山东等地的30多个石窟进行实
地考察，反复学习钻研先进的技术手段。

千手观音造像的主手部分残损严
重，脱落部分仅包覆了一块红布，修复难
度较高，是一块“硬骨头”。彭柳升与同
事一起，调查研究近一年时间，最终利用
三维成像等技术完成了修复。

从 2011年 3月至 2015年 6月，彭柳
升全程参与了千手观音造像的抢救性保
护工程。千手观音主尊共有 800多只
手，他参与修复了100多只。

当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通
过验收之时，彭柳升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光
荣的任务，光靠我们这代人是远远不够
的。”彭柳升的脚步没有停止，他又先后参
与了甘肃敦煌榆林窟3窟西壁、北壁及南壁
西侧的壁画修复、东千佛洞的修复保护等
工作以及多项大足石刻保护的重点工作。

文物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了记录当
下大足石刻的“模样”，近些年，彭柳升又
开始在工作之余复制雕刻大足石刻，“我
们的工作就像接力棒，通过一代又一代
人的接续努力，把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
遗产完好无损地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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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则百姓稳，百姓稳则乡村兴。
“乡里中心”的称谓，始于洛阳。什么是

乡里中心？
洛阳乡里中心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主

阵地，按照“为民、惠民、便民”理念，坚持政
府统筹、居民互助、社会多元主体共建，打造
集政务服务、教育培训、养老托育、文化体
育、卫生保健、便民商务、产业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一站式”生活服务圈，实现事有所
办、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食有所
安、居有所乐，为民服务不留死角。

“需求导向，市场运营，群众参与，数字
赋能。”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凌
说，乡里中心为方便群众、服务群众而建，要
打造成群众愿来想来常来的服务中心、活动
中心、交流中心。

截至目前，洛阳全市2823个行政村和涉
农社区，已建成乡里中心 1970个，到 2024
年，全市行政村、涉农社区将全部建成乡里
中心。

面对面办事
为民惠民便民

今年春天，普惠金融服务站入驻了嵩县
闫庄镇店上村乡里中心。

“以前我们想办个银行业务，得到十里
外的镇上银行去办，去一次两次还办不成，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办理了，而且银行的工作
人员还上门服务。”村民李建西说。

目前，嵩县已建成 31个普惠金融服务
站，覆盖120个行政村，每个普惠金融服务站
辐射周边 3个行政村，服务 5000余户群众。
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办理2000元以下的存
取款和缴纳水电费、医保、社保等业务，农村
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农村金融服务只是洛阳乡里中心提供
的政务服务中的一项。

在洛阳乡里中心便民服务清单上，村
“两委”的代办事项就有36条，都是跟村民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办事背后体现的是乡
里中心建设“服务最大化”的理念。

新安县五头镇二郎庙村乡里中心，原来
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区域的办事柜台已经拆
除。过去村民来办事时，一里一外，好似两
方天地，现在干部群众面对面亲切交谈，真
的亲密无间。

为实现“服务最大化”，洛阳在建设乡里
中心时，充分利用原有的基础设施，通过“办
公最小化”，缩小办公区域为增值服务让出
空间。

偃师区盘活闲置房屋、整合文化广场和
老村部等场地，让用于服务群众的功能区总
面积占比达90%以上。

孟津区腾退村干部办公用房 1024 间
15400余平方米，最大限度扩大群众服务区域。

乡里中心启用后，干群沟通顺畅，服务

事项增多，办事效率提高，群众心满意足。
为了让村民办事只跑一次，乡里中心规

定：村民来办事，立刻办，如果值班者不能
办，必须第一时间交办并反馈。

乡里中心的“中心”是村民，目的是为
民、惠民、便民。在乡里中心，村干部从过去
的“当官的”和“管理人”变成了“服务员”和

“代办员”，从被“求着办事”到“主动找事”，
事事有回应、件件必办妥。

结果是：民心聚拢在乡里中心。

市场化运营
做优“一站式”生活圈

栾川县陶湾镇西沟村距离县城24公里，
距离镇政府8公里。

24公里、8公里，这曾经是西沟村村民与
城、镇便利公共服务的距离。

这种距离，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是城乡差
别；这种差别曾存在于西沟村，也存在于河
南甚至中国的不少乡村。

“大娘，这样剪怎么样？后面再短点行
不行？”9月 3日，西沟村乡里中心的理发室
内，左改丽正在征求理发老人的意见。

左改丽是西沟村的闺女，出嫁后在镇上开
了个理发店。乡里中心建成后，村里有了理发
室，她找到村干部，希望每月义务回村给娘家
人理发；左改丽开了头，另一个在外开理发店
的闺女张娜也带着她的“金剪刀”归队了。

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冯建省说：“尽管她们
俩都是村里的闺女，但不能让人家赔了功夫
还搭钱，反复协商后，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理
发一律免费，60岁以下老人 5元/次，60岁至
70岁老人3元/次，市场经济才能长久嘛。”

在洛阳乡里中心，理发室、照相馆、卫生
室、便民超市、电商物流点、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托幼中心、百姓大食堂等都是标配。

标配是标配，在实际建设运营中，洛阳
坚持运营前置，以市场化思维推动乡里中心
建设，各地各村的服务因需而建，千手千眼。

洛宁县探索“公建民营”“场所换服务”
运营模式，引入洛阳恩济、南京中皓等企业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吸引国文教育等专业培
训机构发展研学经济。

宜阳县锦屏镇亚威锦德园乡里中心，探
索运用“政府投资建设+市场化运营”模式，

“利民厨房、便民超市”合理降低超市商品价
格，为辖区老人提供低价助餐服务，形成商
业自我造血、商业反哺公益的良性发展模式。

洛龙区安乐街道赵村乡里中心引入医
疗机构建立“医养一体化”模式运行的日间
照料中心，餐厅、理疗室、助浴区、影音室应
有尽有。

洛宁县中高村 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交
100元、村集体补贴 100元，就可以在日间照
料中心解决每日三餐，免费使用娱乐设施。

县、乡、村的大胆创新，运营前置的市场
化运作，彻底打破了“政府一抓，一哄而上，
政府一放，回归原样”的怪圈。

如今，洛阳乡里中心阵地常新、大门常开、
服务常在、活动常办、群众常来、人气最旺。

巧用“三自”组织
凝聚民心睦乡邻

9月 5日，宁玉春坐在家里给烟叶分级
分类。她一个月没唱戏了，心里痒嗓子也
痒，随口唱起了豫剧《朝阳沟》。

60岁的宁玉春是洛宁县罗岭乡讲理村
红梅戏曲演唱团的演员，演唱团有20多个成
员，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六七十岁不等。别看
这是个农民戏班，板胡、二胡、曲胡都有专一
乐手，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像宁玉春这样的

“主要演员”，还有AB角。
红梅戏曲演唱团是一个自乐组织，平时

自己想唱就唱，老百姓想听戏了，喊他们
唱。演出时，锣鼓一响，村民到场。

自乐组织是乡里中心自治、自乐、志愿
“三自”组织架构中的一部分。自治组织主
要由村里“五老”人员构成，志愿组织主要由党
员、干部构成，自乐组织则主要由群众构成。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文明向上、稳定安
宁的乡村。

洛阳在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上下
功夫，扎实推进“三自”组织建设，建成自治组
织2.9万个、自乐组织450个、志愿组织950个。

村情不同，“三自”组织的表现形式各异。
嵩县的“三自组织”，实现群众入组、党员

联系、活动开展“三个全覆盖”，每个组织内
都有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与积分管理挂钩。

洛宁县上戈镇庙洼村建设笑白剪纸工
作室，建立以本村乡贤、笑白剪纸传承人李
彩霞和上戈镇中、小学美术教师为核心的志
愿者团队，组织村民、学生学习剪纸。

新安县宣传部门选派了 24名“文艺村
长”到乡里中心任职，为各村的自乐组织培
育文艺骨干，提升了群众文艺水平。

巧用数字赋能管理，撬动了洛阳乡里中
心元气满满，动力十足。

伊川县鸣皋镇杨海山村乡里中心建立
了“一网双联多元”数字赋能乡村治理体系，
依托工行兴农通App，利用“积分制+数字化

管理制度”，对全村18个“三自”组织，通过发
布任务、奖励积分、积分兑换，鼓励群众自觉
自愿参与到村里的各项事务中。

“自治、自乐、志愿”组织依托乡里中心
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和谐共治、同
心同向，传承了文化、淳化了乡风、凝聚了民
心、和睦了邻里。

赋能产业链
乡里中心成产业中心

汝阳县蔡店乡库头村村民、全职妈妈刘
冰茶，最近在家门口吃上了“技能饭”。

“以前我一直在家带孩子，想出去赚钱
但没有什么技能，后来在乡里中心接受了月
嫂技能培训，终于有了工作岗位。”刘冰茶
说，现在她在郑州雪绒花月子会所工作，第
一个月就拿到了5000多元的工资。

目前，汝阳县像刘冰茶一样通过乡里中
心订单培训实现就业的有2020人。

汝阳县同郑州圆方集团、奇盛电梯、六
建重工等知名企业深度合作，通过乡里中心
对各村劳动力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宣讲和
订单培训。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订单式”
培训2805人，经过培训后的就业人员工资普
遍提升35%以上。

洛阳乡里中心赋能产业，突出的做法是
因地制宜。

洛宁县与社会运营主体合作，探索出
“乡里中心+民宿露营+特色农业+红色研学+
文玩创客”等众多运营场景，实现了项目回归、
人才回乡、资金回流，集体增收、农民增富。

嵩县饭坡镇曲里村依托软籽石榴产业，
将研学教育实践与农业科普、农耕文化、生
态文旅、绿色休闲等产业相结合，探索“乡里
中心+研学”发展新模式。

汝阳县漫流村乡里中心位于柏树乡“红
薯小镇”区域内，围绕红薯从育苗到深加工的
全产业链条，成立汝阳县红薯产业联合党委，
为村民提供科技、金融保障，优化产业发展。

洛宁县罗岭乡贾沟村布局建设占地21亩的
游客服务中心，引进专业运营商，提供游客“一
站式”旅游综合服务，专属名称叫作旅游驿站。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考虑
到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洛阳把农
村电商、技能培训、产业服务等发展性服务
融了进来，村民在乡里中心能享受到资金支
持、行情资讯和技术培训等服务，产业得到
赋能，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
洛阳乡里中心的建设走出了乡村治理

新路子，开创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乡里中心是植

根在河洛大地上的2823个闪光的锚点，她为
和美乡村建设开篇布局，必将重塑乡村活
力、魅力，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据河南日报客户端

让农民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和美家园
——看洛阳如何通过全域乡里中心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特色产品展示。

讲理堂。本组图片由新渝报记者 陈龙 摄 干净整洁的乡村环境。

百名记者看洛阳乡村振兴③

从巡逻保安变成“文物医生”

彭柳生用29年青春践行“择一业 终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