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江西广昌：

乡贤与乡村振兴的

“双向奔赴”

“如今，我们村通过发展稻虾、鱼藕、粮油、

滩羊、黄桃、文旅等产业，已经积累产业发展资

金 30 多万元，村里的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老百

姓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

头陂镇羡地村党支部书记罗毅平说。

头陂镇羡地村的发展变化， 是广昌县以乡

贤为纽带，大力实施乡贤“回归”工程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广昌县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激

活乡贤资源、凝聚乡贤智慧、汇集乡贤力量，引

导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能。

前不久，头陂镇召集致富能手、回乡能人，

在龙虎村乡贤议事堂共同商议解决龙虎村产业

发展和闲置地利用问题。 大家围坐一起，你一言

我一语，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这一块山都撂荒了几年了，乡贤理事会知

道后就把大家聚到一起， 商量利用闲置地发展

什么产业比较好，在一起研究后，决定发展茶产

业 ，推选我来领头 。 ”头陂镇龙虎村乡贤揭

小春说。

据了解，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广昌县汇聚

乡贤智慧，在头陂镇打造村级乡贤示范点，挑选

具有一定“管事”经验的老党员、致富能手、回乡

能人组成乡贤理事会， 引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

村级建设和管理。

走进头陂镇头陂村 100 亩辣椒基地， 一簇

簇火红的朝天椒缀满枝头， 甚是喜人。 辣椒地

里， 返乡创业的头陂镇乡贤魏小钰正带领公司

的技术员，为种植户指导辣椒采收期注意事项。

20 多年前， 魏小钰只身前往外地务工，积

累了一定财富后返乡创业反哺家乡，在塘坊镇、

头陂镇等地， 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户” 的模

式 ， 发展调味辣椒产业 ，带领本地农户增收

致富。

“我在珠海发展了 20 多年，一直想为家乡

作一点贡献。 我回来注册公司后带动 100 多名

农户发展调味辣椒产业， 共试种了 500 多亩辣

椒，亩产值能达到 6000 元以上。 ”为推广辣椒种

植，魏小钰给种植农户送种苗、送技术、包回收，

解决了农户后顾之忧。

据了解，广昌县委统战部充分把握乡贤“能

人”回乡契机，以乡情为纽带，吸引能人乡贤、在

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 回村发展， 参与村企联

建，进一步夯实了乡村人才基础。 同时，广昌县

委统战部打好“服务牌”“乡情牌”“治理牌”，全

方位做好能人回乡服务工作， 畅通能人回归通

道，形成“能人回乡、信息回归、资金回流、企业

回迁”的良好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

（朱莹）

潮汕乡贤招商引资推介会

在广州举行

由中共潮州市委、潮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归潮·创未来” 潮汕乡贤招商引资推介会近日

在广州举行。 众多海内外乡贤齐聚羊城，共叙桑

梓情谊，共话投资合作，共谋潮州高质量发展。

为办好此次活动，潮州聚焦文旅（含酒店、

商业）、房地产、农业（含农旅、农产品加工）、综

合开发、基础配套、产业园区、工业地产及通用

厂房等主题， 深入梳理了 80 个招商引资项目；

潮安区、饶平县、湘桥区、深圳市—潮州市产业

转移合作园区、潮州凤泉湖高新区、潮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 潮州市国资委等单位现场推

介自家优质项目，诚邀广大乡贤归潮投资。

据介绍，去年以来，潮州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 紧紧围绕加快构

建“3+3+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市完成签约项

目 385 个，投资总额超 347 亿元。

今年， 潮州继续把招商引资放在经济工作

“重中之重”的位置，先后制定出台了《2024 年

潮州市招商引资工作要点》《2024 年潮州市招

商引资攻坚工作方案》等文件；高质量举办“深

圳 ?潮州联合招商引资推介会”等活动；仅 1-6

月，全市完成签约投资项目 167 个（含增资），总

投资额超 232 亿元。

（曾柯权 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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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泸溪

“乡贤”聚力唱响“振兴曲”

风吹稻浪，稻谷飘香。 走进

湖南泸溪县小章乡大水坪村“稻

耳” 轮作基地， 连片的稻田青黄

交织，一派丰收喜人景象。

“我们已经提前做好准备，秋

收 后 黑 木 耳 菌 棒 就 可 以 下 田

了。 ” 湖南思湘农业科技创始人

向义平介绍， 今年公司将在泸溪

县小章乡、 白羊溪乡的

6

个村发

展黑木耳种植

100

亩，栽培优质

黑木耳菌棒

100

余万棒。

作为远近闻名的返乡创业

“乡贤”， 向义平

2022

年带着资

金、 技术回乡发展黑木耳产业，

采用“公司

+

村集体

+

基地

+

农

户”的模式，大力推行“稻耳”轮

作生产。 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小

章乡黑木耳产业蓬勃发展， 产品

远销浙江、上海、安徽等地，累计

为周边村民提供

2000

人次临时

用工机会， 带动

350

人稳定增

收 ， 小 小 黑 木 耳 成 为 致 富 大

产 业。

近年来， 泸溪县持续推进

“统战

+

乡贤”工作，以乡音乡情

乡愁为纽带， 不断扩大乡贤“朋

友圈”，深挖掘人才“资源矿”，团

结引导广大乡贤为家乡发展汇聚

智慧和力量。

为推动乡贤人才与家乡的

“双向奔赴”， 泸溪县广开门路，

严格标准， 搭台聚贤， 将有德行

才能、 有声望影响、 热心家乡发

展的乡贤人才纳入统战工作视

野。 按照“党政人才、企业经营、

专业技术、五老乡贤”等类别，精

准开展乡贤能人摸底调查， 建立

完善“县乡村” 三级乡贤人才数

据库，实行动态化管理。 目前，全

县共成立村级乡贤会

85

个，纳

统入档乡贤

596

人。 同时，强化

政策供给， 在行政审批、 创业扶

持等方面为乡贤人才创新创业提

供一流服务。 今年上半年， 全县

上报审核一次性创业补贴主体

26

家， 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900

万元。

1

至

8

月，该县发放

新开企业“大礼包”

288

份 ，减免

企业开办营业执照工本费、 企业

印章等费用

13.45

万余元。

泸溪县坚持用心用情做好

“暖贤”文章，让乡贤连接故土 ，

为乡愁找到归宿。 持续深化“迎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连

续两年召开湘商回归暨返乡创业

人才新春座谈会， 先后赴长沙市

泸溪商会、 湖南省山东商会、广

东省湖南湘西商会拜访联谊，传

递乡情乡音，增进交流联谊。

利用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

节日， 以乡镇为单位召开乡贤恳

谈会

20

余场次，常态化开展代表

人士生日送祝福活动， 感召乡贤

关注家乡建设与发展。 积极选树

乡贤先进典型， 大力宣传乡贤先

进事迹 ，讲好“乡贤故事 ”，营造

崇贤尊贤的良好社会风尚， 广大

乡贤回馈桑梓、 反哺家乡之情持

续高涨。

2023

年，全县共回引返

乡创业乡贤人才

359

名， 新增创

业主体

288

个、“湘商回归”企业

6

家。

泸溪县充分发挥乡贤优势特

长， 积极引导支持乡贤在带动产

业发展、 助力基层治理、 共建文

明乡风、 开展公益帮扶等方面发

挥作用。 在外创业

20

多年的杨

昌军返乡成立湖南华美兴泰科技

公司， 专注高端储能产品设计和

制造。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 第二届新湖南贡献奖

先进集体等多项殊荣， 已发展成

为泸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张闪亮

“名片”。 湖南中晟热能总经理徐

助要成功不忘桑梓， 连续

6

年到

家乡合水镇开展助学活动， 帮助

60

余名学生大学“逐梦”。非遗传

承人滕静蓉大胆探索“苗族挑

花” 传承创新， 将传统工艺与现

代时尚完美结合 ，“苗族挑花精

品展” 亮相星城长沙， 让泸溪民

族文化精粹焕发新活力。

在泸溪广袤的大地上，广大

乡贤活跃在现代农业、 基层治

理、 社会公益等各个领域， 已经

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助推

器。 （胡灵芝 杨世方 文

/

图）

MARKET��INFORMATION

2024-9-12���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旭苗 制作 李旭苗 电话：0351-�4048890

乡贤

泸溪县召开湘商回归和返乡创业企业家新春座谈会。

湖南东安

能人返乡激活“归雁经济”

在湖南省东安县白牙市工

业园的华维节水科技装备

(

湖

南

)

有限公司智慧农业大棚里 ，

西红柿挂满枝头 。 工人们正驾

驶升降式采摘车来回采摘 、修

枝、疏果。

华维节水公司是一家集高

效灌溉、现代温室 、农村安全饮

水、 农业水利物联网和乡村规

划 于 一 体 的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该企业负责人吕名礼是一

名土生土长的永州人， 在外打

拼

20

余年。

2018

年，经东安招

商引资， 他将完整生产链带回

家乡。

如今，公司年产值超亿元 ，

建立智能化育秧 、 鱼菜共生等

智慧农业试验区 ，为春耕育秧 、

瓜 果 蔬 菜 提 供 智 慧 水 肥 一 体

化 、 农业物联网等智慧农业装

备及技术服务 ，覆盖面积

20

余

万亩。

“回到家乡发展，既能为乡

亲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还能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 ”吕名礼说。

近年来，东安不断细化“归

雁经济”的实施路径 ，完善创业

扶持、人才招引、奖励激励等支

持政策， 把推动科技进乡村、资

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

农村“两进两回”作为重要抓手，

以乡愁牵动乡贤，让精英重回故

乡 ，实现“乡贤优势 ”变“乡贤

经济”。

走进花桥镇陈樟村陈樟牧

业养殖基地，总面积

3

万平方米

的现代化高标准圈舍里，负责人

陈守琼驾驶着自动撒料车匀速

前行， 草料顷刻间进入食槽中。

约

10

分钟 ，

400

余头西门塔尔

牛的投食工作就已完成。

35

岁的陈守琼也是东安众

多“新农人”之一，他早年经商，

2021

年回村当村干部。 立足传

统产业优势，他积极推动特色养

殖业向规模化 、标准化 、产业化

方向发展，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我们通过现代科学养殖技

术， 今年预计能挣

200

余万元，

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30

万

元。 ”陈守琼说。

在东安， 像陈守琼一样的乡

村追梦者共有

890

名。 人才的回

归，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作为回乡创业的“领路人”、

招商引资的“牵线人”和家乡形象

的“代言人”，遍及全国各省市的

乡贤为东安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宝贵资源。 东安在全县建立

县级联谊会

1

个、 乡级联谊会

15

个、村级联谊会

24

个，县、乡镇、

村三级乡贤组织网络体系逐渐

形成。

为做好乡贤投资服务， 该县

还专门建立了乡贤动态数据库 ，

不断加强与在外人才的沟通联

系，常态化、多渠道鼓励和吸引在

外人才返乡创业。

目前，东安累计打造

11

个乡

贤回归示范项目， 通过迎春座谈

会、新乡贤恳谈会、招商推介会等

平台，成功引进新能源、电子 、旅

游等项目

6

个， 总投资

18.36

亿

元，带动

2000

余人就业。

（唐涛华 唐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