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广德：

创新“乡贤＋”模式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近年来，安徽省广德市柏垫镇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优势，探索创新“乡贤

+

”模式，整合各

方资源，发挥乡贤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

活动等方面的推动作用，为乡村振兴注入乡贤

新动能。

“乡贤

＋

文化传承”，激发乡村新活力。 积

极创新“乡贤

＋

文化传承”模式，邀请在外乡贤

参与家乡的文化建设，在英烈士纪念馆和月克

冲纪念馆的建设中，乡贤们积极参与策划和布

展工作，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邀请知名艺术

家和文化学者来柏垫镇采风创作，为家乡的文

化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积极邀请乡贤参与系列文体活动。

“乡贤

＋

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经济腾飞。

近年来，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柏垫镇充

分发挥乡贤的能力优势和资源优势，创新“乡

贤

＋

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

乡贤们积极参与家乡的特色产业发展。 他们结

合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引导村民发展特

色种植业和养殖业，茅田村的猕猴桃、梨山村

的高山冷水茭白等都取得了不错成果， 同时，

还积极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帮助乡

里乡亲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

（彭莘梓）

践行国企担当

助力乡村振兴

———山西交控朔州高速公路管

理有限公司领导赴五台县帮扶

村开展调研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对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相关要求，积极响应集团党委

关于

2024

年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的安排部署，

12

月

19

日，山西交控朔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明军，专职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王尚深入五台县东雷乡宝穑村开

展乡村振兴督导调研，并看望慰问驻村工作队

和困难群众。 公司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相

关人员参加。

调研中，李明军听取了驻村干部一年来的

工作情况汇报，并对驻村工作队在党建促基层

治理能力、改善村域人居环境、防返贫动态监

测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同时也针对工

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指导意见，鼓励他

们继续扎根基层、担当作为，为乡村发展贡献

更多智慧与力量。

随后，李明军一行走进困难农户家中进行

慰问。 每到一户，公司领导都与农户亲切交谈，

嘘寒问暖， 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收

入来源以及面临的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去生

活必需品，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在党和政

府的关怀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努力克服困

难，积极发展生产，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此次督

导慰问活动，不仅体现了公司党委对驻村干部

的关心与支持，更彰显了对困难群众的深切关

怀。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帮扶力度，积极探索

更多切实可行的帮扶举措，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贡献坚实力量。 （句芳 文

/

图）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记心系家乡发展的老党员徐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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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

徐根生是山西省泽州县大箕

镇邓家庄人， 从小就树立要为家

乡人民服务的志向。 面对村里缺

医少药的困境， 他主动放弃外出

求学的录取通知书 ， 于

1965

年

踏上了从医的道路。

1969

年创建

了家乡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卫生

所， 极大地方便了周边群众就近

就医， 受到了方圆多村老百姓的

爱戴，提到徐医生，大家都赞不绝

口。 他的事迹也引起了上级有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曾多次受到县、

乡等部门的嘉奖。

45

年的从医生涯，磨炼了他

的意志，也塑造了他的品质，坚定

了一个党员的理想信念， 徐根生

在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上，走出了光荣的人生一页。

面对近两年大箕镇发展乡

村旅游态势， 徐根生敏锐地意识

到，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

兴、 农民增收的法宝。

2017

年

邓家庄村与孔庄村合并为孔庄村

后，在村两委的大力支持下，他迈

开步子甩开膀子加大了对邓家庄

红色基地的投资。

家乡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

不是一个地方， 而是一段难忘的

时光， 它承载着我们孩童时期的

所有快乐和忧伤。 给长大后的我

们提供了丰沛的生命滋养， 让我

们拥有了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皆初

心不改的力量。

邓家庄位于山西省泽州县

大箕镇，属太行山山脉，山高海拔

八百米，河床谷底三百九十八米，

在晋城市东南三十五公里处。 邓

家村原名南庄村，

1982

年在编写

晋城地名录时， 因重名故更名为

邓家庄。 该村辖南庄、南掌、两棚

河、尹滩四个自然村，有山川近百

平方公里，有耕地

543

亩，

56

户，

234

人，村委驻南庄村。

2000

年

撤乡并镇时， 河西乡与大箕乡合

并，现归泽州县大箕镇管辖。

邓家庄

2012

年由山西省政

府批准为抗日革命老区。 抗日战

争时期， 是晋东县第四区南庄区

分委，区公所的创始成立地。

1943 年， 原晋东县第四区

区委、 区政府在邓家庄村建立了

革命抗日根据地， 时任区委书记

的陈华、区长赵连海、张生元及后

勤股长徐凤崑。 1943

年

12

月赵

连海区长遭日伪杀害， 晋庙铺镇

艾河掌村村长，

18

岁的张生元带

领

15

岁的妹妹张小密来到南庄

村，住在厚地院，接任四区区长进

行抗日工作。 他们引领村民积极

抗日自救， 为部队送军粮、 做军

鞋，给抗日将士站岗放哨，维护安

全， 组织老区人民反扫荡、 炸碉

堡、送情报、打游击。 张元生区长

1944

年

1

月

19

日在十盆河村搞

抗日工作与日伪军相遇， 牺牲时

年

19

岁。为了老区抗日战争胜利，

两位区长都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

的生命望，为抗日求解放立下了丰

功伟绩， 老区人民时刻纪念着他

们， 他们永远活在老区人民的心

中。 南庄人民世代缅怀，永远弘扬

英雄舍己救国的精神，教育后一代

勿忘历史。

邓家庄不仅是革命红色基地，

这里还有着千年汤帝汤王的古庙

旧址与太上老君的三教堂，有惩罚

十恶九毒的阎王殿和赞颂盖世英

雄的关帝庙，四庙魏威相应，形成

了一条亮丽的观光线。

老官山福寿洞，洞容奇观举世

无双，有数千米之深，号称无底福

寿洞。 洞高和宽各都有十余米，洞

壁钟乳石千姿百态，十分壮观。 相

传太上老君曾福寿洞中修行，靠山

里甘甜的泉水和丰富的野果滋养

他的仙身。洞内

460

米处的高台上

留有佛阁佛像， 尊尊熠熠生辉，乞

求美满幸福的人络绎不绝。

古老的邓家庄坐落在太行山

南麓的最南端， 四面山环水绕、高

崖悬壁、地貌险峻，酷似一个大天

坑，人称太行天坑。 这里特殊的地

理环境孕育了三河六泉一十八山，

四庙九沟三十六掌 ， 沟沟清泉碧

蓝，掌掌山珍宝藏。 从地下冒上来

的涌泉河位于天坑中央，涌泉河泉

水叮咚，冬暖夏凉。

邓 家 庄 地 势 西 高 东 低 ， 依

山 傍 水 ， 植 被 茂 密 ， 景 色 宜 人 。

金羊河芦苇 湿 地 ， 潺 潺 溪 水 长

流不息 。 原始生态老官河螃蟹 、

虾米野趣横 生 ， 是 孩 子 们 的 快

乐天堂 。 坐在家中的炕头 ，隔窗

即可见蓝天青山 ，听兽鸣鸟唱 ，

闻山花飘香 ， 犹 如 东 晋 末 年 诗

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春天 ，桃花 、杏花 ，连翘花漫

山遍野盛开，包裹在一片彤云里的

孔家庄美得就像个神仙居。

夏季有丰沛的雨水，三河六泉

绵延流长。 静水流深处，看蓝天白

云悠悠飘荡。 下游喧哗的浅溪，是

孩童们摸鱼捉虾打水仗的乐园。

秋天 ， 落叶松温柔地铺满山

径，银杏黄，红枫红，各种野果子就

像一盏盏小灯笼，缀满村庄山前屋

后。 这一片秋山的明艳与鲜亮，足

可疗愈所有人的焦虑迷茫。

冬天，碰上大雪纷飞时，在素

裹银妆里，万籁俱寂处 ，大自然静

谧得可以听到雪落的声音。

依托邓家庄的英雄事迹，徐根

生提议把这一红色基地打造宣传

出去。 说到就要做到，徐根生立马

发动村里的爱心人士共同捐资、出

工，历时

20

多天，修通了老区邓家

庄村的通道，同时扩建了老区英烈

赵连海广场；与此同时，对老区区

委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和相关

资料的整理，为老区后期建设奠定

了可靠的依据和基础。 忙完这些，

他又在为修缮邓家庄村抗日英雄

陵园及抗战英雄纪念馆忙碌地奔

波着。

邓 家 庄 地 处 泽 州 县 偏 远 山

区 ， 长期以来用水困难 ， 经济落

后 ， 一直困扰着老区人民。 近年

来， 在泽州县发展全域旅游的大

好形势下 ， 徐根生大胆提出开发

村里的福寿洞 。 在政府相关部门

的鼎力相助下 ， 他带领多名党员

多次到洞内探测 ， 并自掏腰包聘

请专家进洞测量考察预算获取第

一手可靠可行的资料 ， 同时把它

们放在网上宣传， 吸引相关专家

以及外来投资者。

2018

年， 徐根生投资购买了

一台二手挖掘机，在金洋河景区修

通了

4.5

公里的通车基础通道；建

筑了长

36

米，宽

5.7

米，高

4

米的

拦河储水坝，现已储水量达

5

万立

方米，为邓家庄村生活用水和施工

用水提供了基础，解决了长期以来

邓家庄用水困难的局面，改变了环

境，增加了景观；对

2500

米的福寿

洞进行了开挖， 建筑了一条长

32

米，宽

5

米，高

9.9

米的储土大坝，

创建了洞口外

500

多平米的平台，

打通了福寿洞的往来通道，揭开了

万年福寿洞的面纱，让万年洞内奇

观得以供大家欣赏。

此举引来了不少游客，被山西

电视台、山西晚报、晋城电视台、太

行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徐根生组

织村民建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办

农家乐，为开发老区建设 、实现乡

村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

徐根生对记者说：“我出这份

力不算什么， 只要我还能干得动，

我还有足够的热情，我就要把我的

后半生放在生我养我的这块热土

上，不死不休。 ”

（张明 赵义富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