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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怎么建？ 大家提意见

江苏兴化政协

这样助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在老百姓心中， 幸福其实很

简单： 吃穿不愁、 有份稳定的工

作、居住环境整洁舒适，大事小情

有商量， 邻里和谐相处……这样

的幸福愿景如何成为幸福实景？

如何通过发挥乡贤力量， 加强基

层社会治理， 走出一条具有地方

特色、群众满意的创新之路？

江苏省兴化市政协的答案

是：坚持以“强党建”引领“强治

理”，把聚乡贤、建家乡，惠民生、

促发展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凝聚

乡贤力量参与“我的家乡我建

设”，共绘乡村振兴“同心圆”；以

民生“微实事”项目为牵引，充分

利用协商议事平台， 使乡村治理

由“村里事”变成“家家事”，村民

由“台下看客”变为“台上主角”，

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

新格局。

反哺家乡成为乡贤们的自觉行为

杨柳青青， 草长莺飞。

4

月

初，走进江苏省兴化市沙沟古镇，

一幢幢傍水而建的红砖民居静静

耸立， 建房用的红砖摇身变成装

点村貌的“艺术品”……一幅宜居

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千年水乡古镇沙沟， 四面环

水，河湖纵横，宁静别致。 悠久的

历史文化、淳朴的民风、静静流淌

的下官河水， 孕育着一代代的沙

沟乡贤。

“沙沟镇积极推进乡贤文化建

设，弘扬善行义举，调动乡贤参与

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公益事业、乡

村治理等方面的热情，走出一条项

目回归、资金回流、人才回乡的乡

村振兴新路子。 ”兴化市政协委员、

沙沟镇党委副书记姜正明说。

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教授张澍虽长期在北京工作，但仍

不忘家乡人民的健康，带领专家团

队定期回家乡坐诊；致富不忘家乡

的曹恒彬，捐款

20

万元，修筑一条

长

1100

米的乡村道路， 每年捐助

3

万元用于村庄公益事业……

在沙沟，反哺家乡，留住心中

最美的乡愁已然成为乡贤们的自

觉行为。

“下一步，沙沟镇将继续发挥

乡贤新力量，‘筑台引凤’打造乡贤

新高地，汇集乡贤力量，让乡贤成

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为乡村振兴

打造新动力！ ” 姜正明表示。

家乡怎么建？ 大家提意见

“以前老村的小庄河因为流通

不顺，成了村民倾倒各类垃圾的地

方，没人清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

‘臭水沟’，臭气熏天，村民都要绕

着走。 ”兴化市垛田街道戴家村一

位村民回忆说。

通过村党总支牵头 ， 乡贤带

动，村民们转变身份成为乡村建设

的“主角”，将“臭水沟”填平。 虽然

填平了，但村民仍然习惯性称这里

为“臭水沟”。

如何寻找一条改造新路径，为

“臭水沟”正名？ 入户走访、电话访

问 、召集座谈会……依托“乡贤议

事厅”这一平台，一场协商议事活

动在戴家村展开。

“‘臭水沟’由来已久，一直影响

周边村民生活质量，我建议改造。 ”

“咱们村经费紧张，资金怎么

解决？ 改成什么合适？ ”

“我愿意捐款，为了咱们村的

村容村貌出一份力！ ”

协商议事会现场，兴化市政协

委员 、 垛田街道委员履职小组成

员、戴家村“两委”会班子成员、乡

贤代表、村民代表各抒己见 ，讨论

热烈，最终确定将“臭水沟”改造为

法治广场。

经过大家的努力，法治广场如

今已经建成，法治公园、普法小径、

健身器材等一应俱全 。 鲜花绿草

间，法治文化理念和环境绿化有机

结合，村民们不仅多了个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也能够潜移默化地感受

法治氛围。

如今，在兴化市无论城市居民

社区，还是乡村小镇，像垛田街道这

样的协商议事活动经常开展， 主题

不一、人员不定，但都非常接地气。

“在民情恳谈会和协商议事会

上，我提出清理屋后荒地，建设小

花园的建议， 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经过整治改造，现在家门口的环境

漂亮多了，村民住着也舒心。 ”聊起

村里的协商议事活动，大垛镇吴杨

村村民孙大爷满意地说。

据了解，

2023

年，兴化市政协

构建起“

432

”工作制度机制（坚持

“四不” 原则： 不是群众提的不实

施、当年不见效不实施、矛盾不化解

不实施， 资金不落实不实施； 开好

“三个会”： 民情恳谈会、 乡贤座谈

会、协商议事会；形成“两项成果”：

微实事、微信息），指导全市各镇村

开展协商议事活动

998

场次， 动员

乡贤能人捐资

1219

万元，实施“微

实事”项目

1007

个。 老百姓遇见发

愁难办的事，在社区、街道、乡镇的

协商议事室就可以说道说道。

积力之所举， 则无不胜也；众

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兴化市政

协积极构建完善乡贤作用发挥的

制度机制，以民生‘微实事’项目为

牵引，凝聚乡贤力量参与‘我的家

乡我建设’，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幸

福兴化建设。 ”兴化市政协主席徐

立华介绍。

大家提、大家议、大家商；共同

出主意、想办法 ，充分发挥在外乡

贤能人作用，将一件件想做而无资

金保障的“空中项目”变为群众可

感可触，为民、利民、惠民的实事项

目，有商有量的协商方式在兴化市

生根发芽、蔚然成风。

（据人民政协网）

泸州古蔺：

乡贤蓄势“化蝶”

用心传承新“丝”路

连日来，走进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皇华镇石

祥村，一片片翠绿油亮的桑树布满山间，长势喜

人。 新建的蚕房崭新而亮丽，它们正以崭新的姿

态迎接着未来的养蚕事业，在这片土地孕育无限

的可能与希望。

石祥村双石蚕桑园区种养殖园是由本地乡

贤联合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本地原有的蚕桑基

础上，乘乡村振兴东风，结合现代科技和企业帮

扶模式， 重振养蚕特色产业， 助力村民增收，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作为家乡人， 我时刻

牵挂着家乡的发展， 也时刻关注家乡的变化，现

在正是我们在外乡贤反哺桑梓的好时机，我们就

是要以坚定的信心，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打造带

动性强、 效益高的乡村产业项目， 助力家乡发

展。 ”石鹅村在外乡贤王世政说到。

石祥村双石蚕桑园区种养殖建设项目第一

期已圆满完成并投入使用，标志着当地蚕桑产业

迈上了新的台阶，实现了从传统手工喂养到全自

动化生产线的华丽转身， 正式迈入全自动化、高

产值的新时代，崭新的智能养蚕机器已做好准备

迎接今年的首批蚕宝。这一变革不仅提高了生产

效率，也保证了蚕茧的质量，为蚕桑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我们的园区面积达到了

500

余亩，每

亩能达到

1

万元左右的产值，能带动周边的群众

每人每天实现

150-200

元左右的务工收入，每

年约有

5000

人次在我们的园区务工， 下一步我

们规划以点带面，以现有的高标准蚕桑园区为基

础，带动全镇及全县发展蚕桑产业。 同时建设我

们新的第三产业生产线， 对蚕茧进行深加工，做

出蚕丝被、蚕丝衣服等直接使用的产品。 ”石祥

村党支部书记张锐说到。

下一步， 皇华镇蚕桑产业项目将以石鹅村、

石祥村为核心，深化蚕桑产业试点，激励农户参

与桑树种植，扩大就业，增加收入。 项目将加强

产业链综合开发， 联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加

大蚕桑资源多元化产品研发， 充分利用桑枝、桑

果等副产物，提升资源利用价值。 同时，建设蚕

桑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研学基地等，推广复合生

产模式， 并结合乡村旅游， 打造一批桑葚采摘

区、桑蚕文化体验区等观光休闲产业，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形成特色综合利用产业链，实现循

环发展与多次增值。皇华镇石祥村蚕桑产业历史

悠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张锐表示：“值得

一提的是， 我们现在规划了蚕桑种养殖教研基

地，丝绸文化展览馆、非遗工坊等 ，这是为了传

承我们的丝绸文化，创新发展‘丝国’精华。 ”

（谢旭 支力）

山中日出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人何其不是。

新的一天，新的出发点，旧人与新人，与新的

事物……

每天都是新的传导体与受众之爱，所以我说

爱尘世间的每一天，爱你们。

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那瞬息之间传递的温

度仿佛不是来自身体 ， 而是自然之力与自然

的道体。

灌木丛，与野蔷薇，五月的山中到处都是晃

动的白粉翅， 我知道， 那是虫蛹破茧而出的生

命。 这是经历的产物。

一直在顿悟一些与生命相关的某种符号，好

像天命的，也是俗世的，此在与我之间似乎关联

着什么隐秘的事物。

是否过于沉坠就导致盲区？ 本心里有盲从

观，但不被世人认可。

不是悲。

我喜欢大师凡高，他笔下的向日葵有着宁可

扭断颈脖也要向阳的一面，那是个人人格魅力的

体现。

所有的艺术是融在个人血液里的细胞，一如

山中日出，那是自带磁场的……

（湖北仙桃 颜芳）

夏日时节，走进江西抚州南丰

县傅坊乡前村村同富养殖专业合作

社内，只见一排排多层“住宅”中住

着不少鹌鹑， 它们正听着音乐，或

悠闲漫步、或竞相觅食 ，叽叽喳喳

的叫声不绝于耳， 工人们正忙着喂

料、拾蛋，场面十分热闹。

近年来 ，南丰县聚力“一村一

贤” 品牌， 为乡贤反哺家乡发展出

政策、 优环境， 为助力乡村振兴探

索“致富路”。 不少乡贤能人积极响

应“乡贤返乡创业”号 召，陈志炎就

是其中的一位返乡创业代表。

陈志炎非常看好鹌鹑养殖前

景， 通过多次走访和考察， 在傅坊

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基

地

＋

合作社

＋

乡贤” 的模式创立同

富专业合作社鹌鹑养殖基 地，

开启了自己的养殖之路。

“我们鹌鹑养殖基地的规

模目前是抚州市最大的，现在

一号棚

15

万只鹌鹑平均每天

的产蛋量 能 达 到

10

万 颗 左

右，今年起我们

2

号、

3

号棚也

在陆续投入使用，预 计今年的

总产值 能 达 到

1600

万 元 左

右 。 ” 看着小鹌鹑正在逐渐

变成“致富鸟 ” ，乡贤陈志炎

笑着说 。

据介绍，该基地是通过建

设鹌鹑孵化、育雏等车间进行

孵化、育雏 ，降低鹌鹑种苗成

本，采取自产自销、合作联销、

电商外销等方式实现创收。

“养殖基地现在吸纳了周边

3

个

村的脱贫户、低保户等农村劳动力就

近就业，日常负责投料、拾蛋、除粪等

工作，每月工资约

3000

元。 同时，对

于有意向从事 养殖的村民， 还无偿

提供养殖技术及经验。 ”陈志炎表示，

选择了回乡创业，一定要尽所能为家

乡做点事情，带领乡亲共同致富。

近年来，南丰县委统战部积极联

系对 接 在 外 成 功 人 士 及 本 地 优 秀

乡贤，广泛凝聚乡贤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

截至目前 ， 该县返乡创业乡贤

172

人，引进人才回归项目

30

个，总

投资

2.1

亿元，带动和转移农村剩余

劳动力

2432

人次， 为村级集体经济

增收

500

余万元。 （据中国新闻网）

乡贤给力

小鹌鹑孵出江西南丰乡村振兴“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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