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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城市后花园”资源禀赋，科学规划清雅别致、和谐美

丽、现代文明的“彩虹村庄”。按照“分片提升、重点

打造”的原则，对三、四、五社200户农户房屋进行徽派

古典建筑风格的提升改造，对二社两条街巷54户房屋进

行明清古典建筑风格的提升改造。建成七彩花田、民宿

街巷，实施庄前屋后道路双畅通双提升工程，搭配黄红

蓝三色调铺设“彩虹道路”2.8公里，铺设污水管网4.8公

里。实施绿植景观工程，以景观树木、观赏花卉为主，

完成街巷两边景观栽植3公里。

推动人居环境实现由产业、风貌、文化、邻里、健

康、低碳、交通、智慧、治理等多元场景相融合，村子

形象实现由“和美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

+善治乡村”等多元气质提升。修建“彩虹文化广场”

1处，红色文化主题长廊1处，田园诗画书房1处，“乡

村会客厅”1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处，方便村民在

田园劳作之余唱新时代歌曲、跳广场舞丰富文化精神生

活，到红色文化主题长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到田园诗

画书房读书看报拓宽知识视野，到“乡村会客厅”民主

协商村上发展大事和协调解决邻里纠纷。每年5月至10

月，在彩虹文化广场都要举行“如意花海·彩虹双桥”

文化旅游艺术节、“五彩山丹”千人徒步大会、“消夏

周末”文艺演出和“我们的节日”“我们的村晚”“我

们的村歌”“我们的村运”等活动，和美双桥变成欢声

与笑语的海洋。“巾帼建功新时代暨百人旗袍秀文艺展

演 ” 正 在 彩 虹 文 化 广 场 举 行 ， 一 把 油 纸 伞 ， 一 身 靓 旗

袍，一列优雅步伐，一段曼妙身姿，一曲悠扬音乐，展

现了新时代山丹妇女的魅力风采。

2、善治理，激发乡村新活力

“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健全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

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双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坚持统筹推进“五治融合”和社会“网格

化”治理和“一站式”服务下沉触底，实施“1+X”党

员 包 户 联 系 、 “ 村 党 组 织 + 网 格 党 小 组 + 党 员 中 心 户 ”

服务网格模式，全面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法律咨询

解答、法律服务指引，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按

照“物品堆放整齐美、卫生清洁环境美、花木茂盛绿化

美、身心健康生活美”的要求，开展“家家美”环境卫

生评选活动，选出“美丽庭院”“最美家庭”“最美双

桥人”，并在农户家门口贴牌公示，以党员干部群众比

学赶超实际行动，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到家乡环境美化中

来 。 同 时 ， 双 桥 村 党 支 部 坚 持 环 境 育 人 ， 在 人 口 密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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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道口、彩虹文化广场等处绘制“山丹五彩驹”

“双桥落彩虹”“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等文化墙，

把思想教育、美德教育、卫生健康教育、红色文化、孝

道文化、民俗文化、文明新风、科技指导、法律普及、

文明礼仪等融入这一“露天课堂”，起到“面面墙壁会

说话、处处景观都育人”的宣传效果。一个集规划美、

生态美、颜值美、产业美、乡风美的“彩虹双桥”正在

谱写乡风文明、家风良好、民风淳朴的新时代乡村振兴

新篇章。

3、育新风，焕发文明新气象

双桥村党支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抓手，积极开展“五星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

“好邻居”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评活动和“民族团结一

家 亲 ” “ 道 德 模 范 ” “ 身 边 好 人 ” 的 典 型 事 迹 宣 传 活

动，充分发挥“巾帼家美积分超市”互学互促的激励作

用。整治陈规陋习，树立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文明新

风。2022年9月9日，在彩虹文化广场举办了“引领新风

尚·建设新山丹”首届集体婚礼暨金婚银婚纪念活动，8

对新婚夫妇和8对金婚银婚夫妇伴随着优美的《婚礼进行

曲》，用集体婚礼这种特殊的文明婚俗行为，见证自己

的爱情，为全县青年践行“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新

时代文明风尚做出表率。

结　语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每天晚上华灯初上之时，双

桥村彩虹文化广场热闹非凡，村民们、游客们或悠闲散

步，或和着音乐跳起广场舞，或引吭高歌……他们尽情

品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丰收硕果，他们凝心聚力继续

绘就“如意花海·彩虹双桥”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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