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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宿松：

探索“乡贤＋”模式

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 安徽省宿松县长铺镇充分借力乡

贤人才资源优势，探索“乡贤 +”模式，鼓励乡贤

发挥“人熟、地熟、事熟”优势，以党建引领激发

活力，打造乡贤文化，赋能基层治理。

注重“乡贤 + 人才教育”，赋能文化振兴。

长铺镇高度重视教育、人才培养工作，引导长铺

乡贤主动融入大局，合力搭建助学兴教平台，合

资捐赠成立“荆安英才”奖学金、长铺社区“救急

难”互助社等，累计捐赠资金 100 余万元，既奖

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又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 同

时注重引导乡贤参与到“文教强镇”建设工作，

通过召开集镇乡贤会，聘请有资质、有威望、有

能力的乡贤进行群租房整治入户宣传工作，对

“老大难”的租户进行思想疏导和政策宣讲。

探索“乡贤 + 中心工作”，共绘发展蓝图。

长铺镇注重在退休领导、 优秀干部和成功企业

人士中挖掘本土乡贤， 积极引导乡贤关注并参

与程集东扩、S249 征迁、 矿山修复等地区中心

工作建设，鼓励乡贤在做好“矛盾调解员”的同

时，也扮演“项目助推员”的角色，推动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同时， 充分利用节假日返乡“黄金

期”，引导新乡贤能人情感回归、资金回流、项目

回迁，构建“乡贤 + 地区发展”共富链，激发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推进“乡贤 + 基层治理”，引领文明新风。

长铺镇成立 6 支乡贤服务队， 依托乡村振兴夜

校“板凳会”等载体，重点围绕移风易俗、反诈、

防溺水等时政热点，将政策宣讲会开到村民“家

门口”，实现乡贤助力基层治理常态化。同时，突

出乡贤在乡村治理中“调解员”的作用，引导乡

贤协助村干部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推动全

镇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下一步，长铺镇将持续探索“党建 + 乡贤”

乡村振兴新路径，搭稳乡贤交流平台，不断凝聚

乡贤力量，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王军香）

甘肃正宁：

“法官 + 乡贤”解纠纷

夫妻互谅重言和

近日， 在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里，一幅现场调解画面温馨而感人。 解

某（女）与王某（男）一对小夫妻因家庭矛盾对簿

公堂，婚姻关系岌岌可危。

面对这一情况， 承办法官积极引入乡贤力

量参与调解。 众乡贤凭借着在当地的威望和丰

富的人生阅历经验，以耐心细致的态度，协助法

官全身心投入到这场调解工作中。

乡贤们首先分别与小夫妻进行了深入交

谈，倾听他们的委屈与不满，了解矛盾产生的根

源。 在这个过程中，乡贤们以同理心给予小夫妻

情感上的支持，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随后， 乡贤们与承办法官一起组织调解座

谈。 乡贤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家庭和谐

的重要性， 回忆起他们年轻时处理夫妻矛盾的

经验教训。 承办法官则从法律角度出发，为小夫

妻分析他们在婚姻中的权利和义务。

在法官与乡贤的共同努力下， 小夫妻逐渐

认识到各自的错误。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在婚姻

中的不当行为，回忆起曾经的甜蜜时光。 最终，

小夫妻放下了争执互相道歉，重归于好。

此次法官与乡贤携手成功调解小夫妻矛

盾，是正宁县人民法院对“枫桥经验”的具体应

用，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精髓的传承运用，不仅

展现了多元化解纠纷的强大力量， 也为构建和

谐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 正宁县人民法院将不

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推进马

锡五审判方式时代化构建、 创造性改造和创新

性发展，不断探索依靠乡贤、行业协会、专业技

术人员等多种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模式， 让更

多的矛盾在人民群众的参与下得以妥善解决，

让家庭更加幸福，社会更加和谐。

（张文奎）

埕 边

村番仔楼

改造成闽

南风格的

餐厅。

华侨古厝是近现代华侨生活、创业、奋斗以及参与国内革命、建设和改革等的

重要历史遗存。日前，福建省泉州市首创的《泉州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已获福

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并正式公布。 条例中对包括华

侨古厝在内的华侨历史遗存保护利用提出了要求和建议。 据了解，近年来南安多地

采取多种措施对华侨古厝进行保护和再利用，让闲置古厝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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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保护再利用

华侨古厝焕新颜

盘活：

保护性修葺改造

老番仔楼焕新生

一栋有着 72 年历史的番仔

楼， 摇身一变成为具有闽南特色

风格的餐厅。 日前， 记者来到南

安水头镇埕边村一探究竟。 这是

一栋石砖木混合结构的双层番仔

楼， 主楼共有 28 间， 楼前有庭

院， 东面有护厝。 番仔楼从内到

外修葺一新， 门口设了前台，楼

内的房间改成了厨房和包厢。 临

近中午客人一多， 餐厅的工作人

员就纷纷忙碌了起来。

“这栋番仔楼已闲置多年，出

现不同程度的破损， 非常可惜。

村里便想着将其盘活利用起来，

经过商议 ， 计划将其改造成餐

厅，带动经济发展。 ”埕边村党支

部书记高少阳说， 这座番仔楼名

为“墀成楼”，建于 1952 年，屋主

是旅菲创业的村民高墀渠， 现已

离世。 村委会与现居香港的高墀

渠后人沟通， 通过租用的方式取

得了房屋的使用权， 后又联系多

名在外经商的村民返乡对番仔楼

进行保护性改造， 将其打造成村

里的特色餐厅， 于今年 5 月份正

式开业。 改造后的番仔楼带动了

年轻人返乡创业和村民就业。

“这栋古厝改造后 ，现在我

们唱南音都有了好去处呢！ ”今

年 6 月， 南安码头镇宫占村将华

侨闲置的番仔楼改造后， 让热爱

南音的黄女士有了和大家一起唱

南音的新场所 。 走进这栋番仔

楼， 可以感受到浓厚的闽南建筑

气息， 墙面、 房门多处可见翻新

痕迹。 一楼共有 7 间房， 每间房

用闽南清水砖砌成拱形门， 房内

铺着闽南红砖。 房门上还写有奋

发图强、 勤俭持家、 自力更生等

标语。 二楼则更为宽阔， 地面也

铺着闽南红砖 ， 两侧砌着清水

砖。 两侧的多间房已腾出备用。

据了解， 这栋番仔楼名为“隆德

居”， 由宫占村现居菲律宾的乡

贤戴凤河所建， 后闲置下来。 今

年为支持村里对其保护和利用，

戴凤河出资进行翻新， 并授权给

村里进行管理和改造。 村里目前

将其作为南音社活动场所， 免费

向村民开放， 并计划将一楼的房

间改造成侨史馆和邻里书屋、农

耕文化展示区等功能区。

保护：

保留原有风貌

整治周边环境

“我们村华侨留下的古厝有

20 多处，目前已对其中 3 处进行

保护和改造利用。 ”高少阳介绍，

为保护和盘活华侨古厝这一宝贵

资源，促进乡村振兴，从 2022 年

开始， 村里在征得屋主同意后，

陆续对闲置的华侨古厝进行翻新

改造和利用。 除了墀成楼改餐

厅， 还有一处番仔楼改成了公益

书屋， 另一处古厝即将改为村史

和侨史馆。

“改造过程中，我们会遵循

‘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留

建筑原有的风貌。 ”高少阳说，几

处老房子的修缮， 都请了专业施

工团队进行详细的规划 ，“像一

些房子的木头、 门、 砖虽老旧但

还能用的话， 我们会进行简单修

缮并保留下来。 ”

“翻新过程也是遵循‘修旧

如旧’ 的原则， 同时还对周边环

境进行了整治。 ” 高继业告诉记

者 ，“隆德居 ” 周边原本杂草丛

生， 还有旱厕和猪圈。 为使改造

后的楼房更为美观， 村里组织人

员清理了杂物， 拆除了旱厕和猪

圈， 让周边环境更加整洁， 接下

来还计划对房屋周围进行绿化、

美化并修建围栏。

经验：

积极争取授权

多种渠道筹资

在进行华侨古厝保护和利用

的过程中， 两位村书记也总结了

相关经验。 高少阳认为， 取得屋

主的授权是关键的一步 。 他觉

得， 不少华侨较少返乡， 对于村

里的发展情况及改造规划知之甚

少， 因此需要真诚地沟通， 取得

他们的信任， 且沟通过程中一定

要有耐心， 需要多次劝说和引

导。 同时， 平日里还需做好家乡

发展的宣传和对村民的关怀，让

华侨能更多地关注家乡， 支持村

两委的工作。 高继业认为， 许多

海外华侨是乐于支持古厝保护和

再利用的， 但更多时候他们愿意

提供的只是使用权， 因此可以采

用租借的方式明确所有权， 避免

纠纷。

资金方面， 高少阳认为，如

果打算将古厝改造为民宿、 餐厅

等经营性场所， 可以进行招商引

资， 在保护的基础上增强自我

“造血”功能；若要改造为公益书

屋、 村史馆等公益场所， 则可考

虑动用村财、 申请上级补助或发

动村民和乡贤捐款相助。

政府：

重视古厝保护利用

多措并举推动落实

从南安市住建局了解到，近

年来南安市采取诸多措施加强对

包括华侨古厝在内的华侨建筑的

保护和利用，如出台相关文件、组

织全面普查、 做好华侨建筑单体

保护等。 目前南安已普查华侨建

筑 622 栋，其中的 22 栋涉侨历史

建筑，已全部完成测绘建档、保护

图则编制和挂牌保护工作。 同时

已修缮凤阳堂、 大舍祖等涉侨建

筑 8 栋， 投入资金约 500 万元。

2024 年实施了九郎书院、高紫荆

故居、陈氏民居等 10 栋零星的华

侨建筑修缮， 总投资 1306 万元，

已完成投资 1065 万元。

南安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提醒， 在进行华侨古厝的保护和

利用时应注意理清建筑产权归

属， 加强宣传来提高当地民众的

保护意识。 对于濒临消失的重要

华侨建筑建议由政府安排专项资

金保护修缮 ； 一般性的华侨建

筑， 资金可通过多渠道解决，如

通过政府 、侨资、企业、村镇、个

人、团体、股份等多种方式融资。

（据《泉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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