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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富裕的推力

梁子湖区涂家垴镇南阳村村民

孙传帜，今年 72 岁，入选鄂州市

2018 年度十大乡贤。2013 年，在外

打拼多年的孙传帜回乡看到自己湾

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心里很不是

滋味。于是，他带着妻子毅然返乡，

召集村民开大会，共商村湾发展大

计。几年时间过去了，南阳村大屋孙

湾大变样，孙传帜带头拆旱厕，拆旧

房，搞绿化、美化、亮化，使大屋孙湾

美名远播。

同时，孙传帜与村民代表一起

将村里的抛荒土地全部利用起来，

发展乡村产业。他带头捐款 10 万

元，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踊跃捐

资，共筹集资金25万元，引进皖蒌，

种植面积达 180 亩。瓜蒌基地仅两

年时间就为村里增加了集体收入20

余万元，带动了 20余户村民实现脱

贫梦。

沼山镇楠竹村村民金恢华，被

评为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全省共15人上榜。2013年

金恢华过节回家，看着家乡土地成

片荒废，他关掉了在上海开了3年、

每年盈利达 20万元的花店，带着所

有积蓄回到村里。

如今，所有的抛荒地上开满了

鲜花。金恢华成立的合作社，基地

花卉种植面积达 600 亩。基地每年

用工 11000 余人次，有 10 户贫困户

入股分红。近 3 年，这 10 户贫困户

每户收益 1 万余元。基地还直接带

动 20余户贫困户就近就业，每人每

年收益5千至 2万余元。2019年，金

恢华与周边 4 个村合作，将非洲菊

种植作为扶贫项目，预计 1 亩地每

年可增收 1万余元，带动 50 余名村

民就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血液，

生活富裕是乡村的向往。乡贤见多

识广，人脉和资源丰富，有较灵活的

经济发展思路和带领群众致富的本

领、技术，部分还具有发展农村经济

的资本，有助于厘清乡村发展思路，

形成因地制宜的产业优势。

孙传帜、金恢华等人，仅仅只是

乡贤的代表，用好乡贤力量，能凝聚

更多农村经济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助力精准脱贫，带领群众共赴小康。

社会治理的帮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乡村也是“熟人社会”，有着许多家

长里短的事情。作为农村中有威望、

有能力的乡贤，对乡村情况比较熟

悉，便于利用自身影响力，向村民传

递上级政策等，使村民能够接受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

2019 年 ，乡 村 振 兴 的 号 角 吹

响，东沟镇伯岩村在推进乡村建设

中，需要清除一些村民乱搭的棚

子、乱放的杂物等，而一些年长的

村民不愿买年轻书记的账。刘华刚

看到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干部们为

村里建设出力，感动不已，于是就

帮着村干部到一些村民家中做工

作、讲政策。刘传志家门口一棵果

树占道，在他的劝说下砍掉了；刘

柏林家一块菜地占了主干道面积，

经他做工作也清理了。心怀家乡的

刘华刚放下繁忙的生意，带头回乡

捐资，还带着自己的工人频频返回

家乡，支持乡村建设。

在太和镇，经常看到一群年龄

在六十岁左右，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

“太和婆婆”。平日里，她们走街串

巷、进湾入户，有时分发创建文明城

市的调查问卷，有时拿着扫帚扫一

扫街边垃圾，有时看到不文明行为

上前劝阻……

柯愈莲、张金凤、黄连秀、高云

竹……每一位“太和婆婆”都有一套

独特的方式与村民打成一片，参与

到乡村治理中。

乡贤参与乡村自治体系，不仅

能发挥参与引领作用，推进乡村善

治，更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之间矛

盾纠纷的调处和村民利益表达机

制，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

性，提高凝聚力和自治能力，为经济

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环境。

文明提升的示范

乡贤虽然没有正式头衔，名声

也出不了当地，还无职无权，但其榜

样引领作用不可忽视。乡贤的渊博

学识、高尚品德和良好口碑，如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能够培育诗书传

家、风俗纯化、乡邻和睦等。

20余年前，太和镇柯畈村以“彪

悍”的民风闻名。近年来，村里成立

“和事佬协会”，由柯愈源、柯昌发等

有名望的乡贤介入，调解村民矛盾

和纠纷。

渐渐地，和事在先，化解在前，

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一个个小

矛盾、小过节就地就近解决。如今，

村里婚丧嫁娶不攀比，打牌也被搭

台唱戏、广场舞等文化活动取代。

乡村振兴，不仅是建设风光秀

美乡村、缩小城乡生活品质差异，还

包括涵养优良风尚、提升文明水平，

这需要内生动力的推动，乡贤引领

就是一种重要的内生推动力。

沼山镇杨井村奖学助学金发放

活动已连续开展了四届，共募集资

金 455460 元，而这笔资金的主要来

源，是一些在外经商的乡贤所捐赠，

其目的是奖励本村品学兼优的学

子，勉励他们勤奋学习。此举有效感

染了每一位莘莘学子，在杨井村形

成了良好的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

目前已累积奖学助学 959 人次，金

额381950元。

不论是柯畈村乡风的转变，还

是杨井村乡风的延续，毋庸置疑的

是，乡贤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对于

涵养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湖北鄂州：乡贤文化孕育文明乡风
胡倩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举办了第二届乡土人才技能大赛果树修剪类比赛，来自各镇村的 31 名果树修剪能工巧匠一试身手，进行了果树乔化、矮化的

理论讲解和技术操作。图为参赛选手在丰县大沙河集团果树试验站内进行果树修剪。 高荣光 摄

作为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安徽泗县

始终坚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宣讲

引领、干部帮扶引导、典型榜样带

动，补足贫困户的精神之钙，为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创建安徽省文明城市提供强大的

精神动力。

加强领导 推动全民参与

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自建

设以来，各级各部门实行“一把手负

责制”，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同时，在各乡镇（开发区）和县

直机关、企事业单位、村（社区）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并建立相应

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分队。形成县、

乡、村三级联动，镇、村、组、人四级

合力的组织体系，建立了 1 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16 个乡镇（开发

区）和210个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87 个村（社

区）文明实践站实现了全覆盖。打出

培育乡风文明组合拳，建设面向群

众、服务群众，营造新时代文明志愿

服务活动人人参与、人人知晓、人人

受益的浓厚氛围。

优化队伍 突出服务对象

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理论宣讲、脱

贫攻坚、文化惠民、教育科技、医疗

卫生、质量安全等方面优化配置“1+

12+N”志愿服务队，实行县四大班

子领导包保乡镇和县直单位新时代

文明实践挂点联系制度，县四大班

子领导带头到基层农户家中开展

“大走访、大排查、大宣传、大落实”

等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带头到

乡镇、机关、社区、农村、学校等地进

行理论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及扶

贫相关政策讲清楚、讲明白，面对面

与群众交流，把党的温暖第一时间

送到群众身边。

精心“配餐”精准服务群众

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聚焦

群众所思所盼所需，推深做实志愿

服务机制建设，依托志愿服务队，

心贴心地帮助群众。针对村上的留

守老人和儿童及残疾人等困难群

体，全方位构建县乡村“三合一、五

合一养老托残”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为不方便的群众提供服务。为

了给广大群众精心“配餐”，脱贫攻

坚志愿服务队进村入户了解情况，

认真疏导贫困群众思想，为贫困群

众提供各种支持；科技志愿服务队

结合当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缺乏

技术的实际“做特色餐”；理论政策

宣讲志愿服务分队以解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宗旨，不定期进村入户为群众开展

“志愿送餐”；文化惠民志愿服务分

队依托乡村大舞台，根据城乡群众

的不同文化需求开展“对口定餐”

等，开展群众最喜爱的文化活动，

讲解群众最想学的知识，提供群众

最需要的服务，让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

思想引领 鼓舞群众士气

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充分

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

作，用生动具体的实践、群众身边

的典型、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党的

理论创新成果传播到群众中去，用

先进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熏

陶，引导群众、鼓舞群众。始终坚持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活动就要

延伸到哪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

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成为引领思想认识、传

播党的声音、培育乡风文明、传承

优秀文化的主阵地，通过悠扬婉转

的歌声、诙谐幽默的小品，还有扶

贫知识问答、寓教育于娱乐等系列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内容，唤起当

地群众建设美丽家乡的热情，引导

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激

发贫困群众的内生脱贫动力，丰富

贫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真正把广

大农村群众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

奋起来。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

召，大力弘扬自尊、自强精神，增强

脱贫主体意识，变“要我脱贫”为

“我要脱贫”，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真脱贫，

脱真贫。

截至目前，泗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开展活动1300余场

次，受众 12 万余人，挖掘选树孝老

爱亲、家庭和睦、脱贫攻坚、创业励

志等先进典型 1300余例，切实发挥

了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作

用，为助力全县整体脱贫摘帽和安

徽省文明城市创建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理论支持。

安徽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奏响脱贫攻坚主旋律

靖大儒

本报讯（林洛）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

提升农村文化、科技、卫生

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

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近日，青海省西宁市

各地区掀起了“三下乡”活

动热潮。

2019年12月20日，西

宁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暨“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活动中，西宁市直机关工

委、市教育局等 50余家各

级文明单位为上新庄镇

捐赠了价值 15 万余元的

物品。2019 年 12月 27日，

由城西区委宣传部、区文

明 办 、区 文 体 旅 游 科 技

局、区卫生健康局联合举

办的以“培智富农倡新风

同心协力助建设”为主题

的 文 化 科 技 卫 生“ 三 下

乡”活动启动，活动中，8

家文明单位捐赠了价值

2.5 万余元的慰问物资，来

自宣传、文化、科技、卫生

等 20 余家单位的工作人

员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法

律 咨 询 、专 家 义 诊 等 服

务，同时文艺演出、送春

联等活动营造了浓厚的

氛围。1 月 10 日，以“文明

实践育新风 科技致富奔

小康”为主题的城北区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

动正式启动，现场开展了

文艺演出、义诊、发放宣

传资料和宣传品等活动，

青海省第二地质勘查院

等 8家辖区文明单位捐赠

了 7000 元现金及价值 2

万 余 元 的 物 品 。1 月 14

日，城中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启动，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专

家义诊、假冒伪劣产品鉴别宣传、扫

黑除恶宣传、绿色发展宣传、法制宣

传、文体用品赠送等形式，给村民们

送去文化、科技、卫生服务，活动中，

26 家文明单位为城中区 12 个村捐

赠了价值 11 万余元的电脑、足球等

文体用品。1 月 14 日，以“文明实践

育新风、脱贫致富奔小康”为主题的

城东区 2020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城东区委

宣传部、区文明办为全区 200 户“五

星级文明标兵户”颁发了荣誉证书

和奖品，为 30 名贫困学生代表发放

了学习用品等，城东区文体旅游科

技局为各行政村配发了电脑和图

书，24家文明单位向各行政村、道德

模范、文明交通志愿劝导员、农村贫

困学生捐赠价值约 13 万元的文化、

体育和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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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考核评估周至县
乡村学校少年宫工作

本报讯（李蓓蕾）近日，陕西省

西安市委文明办、西安市教育局对

周至县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进行年

度考核评估。考核组一行先后走进

四屯镇中心学校、广济镇中心学校、

骆峪九年制学校，通过实地查看、材

料审核、听取汇报、交流座谈等方

式，对乡村学校少年宫组织领导、项

目建设、规章制度、经费落实、活动

开展、师资队伍、服务对象、运行效

果等进行全方位的考核评估，确保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好用好，实现

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

周至县现有乡村学校少年宫 13

所，是西安市目前唯一一个实现全覆

盖的区（县）。为了加强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建设、使用和管理，该县通过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学习培

训和校际交流，协调志愿服务资源下

沉乡村学校少年宫等多种途径，不仅

为孩子们打造了展示自我、健康成长

的平台，也带动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在总结汇报会上，市考核组对

周至县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使用情

况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对规范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建设管理提出要求：

一是不忘初心，当好灵魂工程师。老

师的使命就是传道授业，要把学生

教好。二是守正创新，打造品牌。一

校一品，每个学校都要有特色品牌，

结合地域实际，打造特色社团，传承

弘扬传统文化，这是守正的根本。三

是强化管理，发挥作用。少年宫建起

来了就要用好，不能让购置的器材、

开辟的部室闲置。同时也要规范各

校管理队伍，定岗定人，分工不分

家，一个人有事，其他人就要随时顶

上，要将学生、老师、学校的成绩展

示出来。

本报讯（兰
文）临近春节，

为 了 引 导 居 民

感知了解民俗、

喜 爱 民 俗 传 统

技艺、体验传统

民 俗 丰 富 的 文

化和趣味性。近

日，甘肃省兰州

市 西 固 区 先 锋

路 街 道 文 化 社

区 联 合 文 化 小

区 幼 儿 园 开 展

了 精 彩 纷 呈 的

体味“中国年”

主题活动。

活 动 在 欢

快 的“ 春 节 序

曲”中拉开了帷

幕，走进现场，

好吃、好玩的内

容还真不少：有

剪春字、做灯笼、猜灯谜、投壶、

套圈、制作糖葫芦、扭秧歌、跳

竹杆舞等，不仅孩子们喜爱，参

加活动的家长们也充满了对童

年的回忆。每个摊位前都传来

孩子们阵阵欢呼声和笑声，孩

子们积极参与小游戏，每挑战

成功一项内容就能获得一枚小

印章的奖励，集满 9 枚小印章

后，孩子们就能用小印章去食

品区、礼品区兑换自己喜欢的

物品，“零距离”的体验，不仅让

孩子们觉得新鲜有趣，也让他

们增加了对民俗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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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是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组 成 部

分，乡贤文化是扎根于

中国家乡的母土文化。

有德有才有威望的人是

榜样和示范，可以在乡

村建设 、乡村治理中发

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湖北省鄂州

市以乡贤文化为抓手，推

动乡村文明创建，以乡贤

文化孕育文明乡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