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范县：

打好“乡贤牌”

奏响“振兴曲”

7

月

22

日，走进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新

区产业园内的濮阳库卡传感器项目生产车间，

一条包含初检、焊接、组装、成验、打标、入库等

六大工序的现代化生产线映入眼帘， 工人们正

在各自岗位上忙而有序地工作。

该项目是范县

2024

年新引进的智能制造

项目，总投资

3.1

亿元，占地

28.5

亩，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共有生产线

6

条，全部投产后可

实现年产传感器

150

万套，年营业收入

3

亿元，

利税

5000

万元，新增就业岗位

100

个。

“我们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独立的

研发团队， 先后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和

ROHS

、

CE

认证，在国内与济南重汽、陕汽等多家龙头

企业有着稳定供销关系，产品远销美国、德国、

澳大利亚等

10

余个国家。 ”该公司总经理于秀

福指着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介绍。

于秀福是范县龙王庄镇东于楼村人， 长年

在外打拼， 先后创办了上海巴朗士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 南京库尔卡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

勒森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主要从事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 在地方政府长期的关心

支持下，

2024

年于秀福把业务拓展到家乡 ，成

立了濮阳库卡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在范县各级

各部门的共同协助下， 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

时

2

个月。

范县龙王庄镇党委书记赵娜介绍：“我们积

极响应县制造业倍增行动号召， 突出科技和创

新两大元素，经过持续跟踪服务，打感情牌、唱

家乡戏，最终引进了库卡传感器项目。 在项目建

设阶段，我们成立驻厂专班，在手续办理、基础

设施建设等各个环节提供全方位服务， 打造最

优 质 的 营 商 环 境 ， 为 项 目 落 地 、 培 育 保 驾

护 航。 ”

今年以来，范县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

发展”的理念，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

探索出了“乡贤

+

招商”新模式。 为聚智聚力打

好招商引资“阵地战”， 激活经济发展“新引

擎”，范县成立县、乡两级乡贤创业促进组织

15

个，联系范县籍在外企业家、知名人士、各界精

英等乡贤

594

名，通过挖掘乡贤资源，守护乡贤

根脉，拓宽乡贤平台，以乡情为纽带，引导乡贤

将思乡之情化作助乡之力， 激活项目招引建设

“一池春水”，让更多有想法、有拼劲的乡贤回

来投资兴业。

“范县将进一步激活乡贤资源、凝聚乡贤

力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以乡招商’‘以

情招商’，打造乡贤回归‘磁力场’，让招引项目

高效落地， 全力助推范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范县县委书记王小鹏表示。

（据《经济日报》）

爱农为农情怀深

乡贤助农售桃忙

大暑节气刚过， 又到一年蟠桃成熟上市的

黄金时节。 可炎热的气温炙烤着大地， 也令盲

农老潘的心分外焦灼。

“现在气温高，桃子成熟快，来不及采摘就

要坏在树上……”眼下，老潘正面临着几十亩桃

树上的蟠桃， 如果来不及采摘就会被晒成“桃

干”，仓库里采摘包装好的桃子成箱扎堆、容易

腐坏的难题。

近日， 杭州建德市钦堂乡乡贤王运和马佳

凯在了解到老潘的实际困难后， 通过实地走

访、组织志愿者，制定售卖方案，爱心助力老潘

销售蟠桃

2000

斤，为其解决了蟠桃采摘、滞销

难题。

“摘的时候一只手顶着桃子，另一只手用力

握住果枝朝上扭动就可以轻松摘下。 ” 在乡贤

马佳凯的简单指导下， 志愿者们紧锣密鼓地进

入采摘状态。

当天傍晚，马佳凯便在新联会分会会员群、

建德市新联会第二届全体会员群等多个群内发

起“爱心助农共富” 接龙下单活动。“已完成

1100

斤蟠桃订单的预定，大家知道是助农的爱

心桃，都争先恐后地购买，非常支持。 ”

“这段时间，我们还在持续为潘大哥销售桃

子， 有意购买者可以和我们联系， 让我们携手

传递爱心，为这个困难的家庭送去一份希望。 ”

同时，乡贤王运也助力销售蟠桃

900

斤。

下一步，钦堂乡将持续探索助农新途径、新

方法， 培育组建由乡贤、 农创客等组成的助农

团队，助力乡村振兴，民富村强。 （陈海燕）

四川古蔺

乡贤助力，深山里种出了“金疙瘩”

乡贤强产业促增收

在孝南区杨店镇，提起茶叶，

人们就会想到一个人———黄胜波，

矢志不渝刻苦钻研茶叶管理制作

技术与经营方略，善作善成，把一

个面积仅区区 300 亩的村茶园发

展成为拥有 1300 亩核心示范基

地、 辐射带动周边茶叶基地一万

余亩的明星企业。 作为浐川村乡

贤联谊会会长的黄胜波助力产业

振兴，带动六百多名村民就业，每

年帮助村民增收 500 余万元；建立

油菜、水稻高产种植基地，引进高

产品种， 带领周边群众实现产业

致富。 浐川村紧扣产业发展促共

富目标， 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

激发乡贤智力密集、 联系广泛、财

力雄厚等独特优势， 启动乡贤资智

助力产业发展新战略。

乡贤稳平安促发展

浐川村退休老书记秦国华在

村里很有威望， 多次作为乡贤调解

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今年 4

月， 谢家两兄弟因为土地划分的问

题多次找到村委会， 秦国华书记找

出土地确权的档案资料， 多次上门

做兄弟俩思想工作， 最终两兄弟解

开心结，重归于好。“要不是秦书记

把‘老底子’给我们找出来，带着人

给我们把土地划分清楚了， 我们还

吵呢。 ” 浐川村河边湾的谢高元说

道。 浐川村紧扣和谐稳定促发展目

标，坚持矛盾调处在小在前，纠纷化

解在现场在一线的工作原则， 依托

乡贤人熟地熟事熟优势， 发挥新乡

贤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

和谐方面的作用，助力实现“小事不

出网格、 大事不出社区、 矛盾不上

交”， 构建乡贤善治新格局。 目前，

浐川村选聘了乡贤调解员 22 名，重

点调解家庭、邻里、婚姻等各类矛盾

纠纷 120 起， 化解成功率达 100%，

群众好评度达 100%以上。

乡贤绘蓝图共缔造

每年春节，浐川村 80 岁以上老

人都会收到武汉市诚诚工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夏国寅的 500 元红包祝

福， 夏国寅作为浐川村乡贤联谊会

副会长热心家乡公益事业， 捐款十

万余元为村里修路、安路灯，助力乡

村建设；浐川村将乡贤力量融入“共

同缔造”中来，乡贤带头参与“星空

夜话”出谋划策，收集意见 30 余条；

在乡贤的带动下， 村民主动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 先后拆除房前屋

后五小建筑 6 处 6 间。 紧扣美好生

活共同缔造目标， 推动“同心聚力

共同缔造”活动走深走实。围绕环境

整治、 乡风文明， 凝聚统战智慧力

量。 打好“乡贤 +”组合牌，画好“共

同缔造”同心圆。

下一步，浐川村将继续发挥乡

贤资源的优势，通过积极引导、典型

带动等方式， 让更多的乡贤投身家

乡建设、创新乡村治理、引领乡风文

明中，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发展之路。

（杨店镇 娄笛 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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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

乡贤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

开车行驶桃花驿大道，进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杨店镇浐川村，一排排整齐有

序的现代化大棚映入眼帘，高标准农田里机械化耕作声铿锵有力，自动化喷灌的茶

园沁人心脾。

近年来，孝感市孝南区杨店镇浐川村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擦亮新乡贤名片，有

效发挥新乡贤在产业帮带、社会治理、共同缔造上的积极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资料图片

乡贤情牵家乡土，一片丹心照

故园。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总有

一些心怀桑梓、 情系故里的乡贤，

他们以智慧和勇气为家乡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丹桂镇桂阳村，乡贤

徐仲生带着对故土的深情，在桂阳

村

2

组发展魔芋产业，使魔芋这个

“金疙瘩”在这里生根发芽，开启了

桂阳村致富的新篇章。

“一个地方要发展 ，没有产业

是行不通的”。 带着这样坚定的信

念，徐仲生决心将家乡的闲置土地

利用起来，带领乡亲们探索致富道

路。 在桂阳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先文

的介绍下，徐仲生接触到了魔芋产

业，并与王先文多次深入贵州毕节

和云南富源、昆明等地进行调研考

察。 在了解了魔芋具有极高的经济

价值和市场潜力，且适应本地的气

候和土壤条件后，

2021

年， 徐仲生

将魔芋产业引进了家乡。

由于以前从未接触过魔芋产

业， 徐仲生对魔芋的种植一窍不

通。 为了减少损失率，同时提升村

民种植的积极性，徐仲生便自掏腰

包， 承包了

150

余亩闲置地， 开启

了魔芋试种的道路。 过去三年，徐

仲生的魔芋产业基本处于亏损

状态。“第一年，引进的魔芋种子

不适应当地的环境，成活率仅达

30%

； 第二年我们就及时更换了

种子，虽然成活率上来了，又遇

到干旱天气 ， 基本没有什么收

成；

2023

年，魔芋苗子长得好，但

又因为缺少病虫害防治、土壤肥

力保持等管理经验，导致魔芋苗

成活率低。 ”回想起过去三年魔

芋种植的探索经历，徐仲生始终

坚信“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说：

“正是经历了不断地探索， 才积

累了这么多的魔芋种植经验，今

年，我们魔芋将迎来大丰收。 ”看

到一人多高的魔芋苗在风中摇

曳 ，徐仲生脸上绽放着幸福的

笑容。

当谈到魔芋的销路问题，徐

仲生更是满脸的自信 ，“今年我

们魔芋产量高、品质好 ，销路一

点都不愁。 前几天，云南那边一

些老板就在问我魔芋是否已收

割了，想要批量采购我的魔芋”。

据了解 ， 魔芋亩产可达

4000

—

6000

斤， 均价在

2-3.5

元， 就徐

仲生试种的

150

亩而言， 收益可

达

300

万余元。

魔芋种植的成功，除了让徐仲生

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也让村民感受

到了致富增收的幸福。“从魔芋种植

到管理， 我们都在魔芋地里干活，一

天有

130

元的工资，老板还免费提供

一顿丰富的午餐。 四年来，老板从未

拖欠过我们的工人工资。 ”正在地里

帮着锄草的桂阳村

2

组村民王正友

兴奋地介绍着在魔芋产业园的务工

感受。 据悉，徐仲生引进魔芋产业以

来， 每年能有效带动

50

—

60

名村民

实现就近务工。“随着魔芋产业的引

进，村民们除了通过租赁流转土地获

得收益， 还能在魔芋基地就近务工，

增加收入。 ”王先文对徐仲生回乡发

展魔芋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充满赞许。

展望未来 ， 徐仲生充满信心 。

他表示将继续加大对魔芋产业的投

入， 扩大魔芋种植规模 ， 带动周边

群众种植魔芋 ， 并将免费为村民提

供魔芋种植技术指导和培训 ， 带领

更多村民开展魔芋种植 ， 让魔芋产

业这个“金疙瘩 ” 在桂阳村落地生

根、 蓬勃发展 ， 让乡亲们的腰包鼓

起来、日子好起来。

（据四川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