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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在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湾井镇周家坝村的万亩高标准农田

里，纷至沓来的游客在这里驻足、拍照，体验乡村旅游的乐趣。“感谢政府关

心，请来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解决了种植难题，在家就能致富。 ”周家坝村

的种粮大户李香权高兴地说。

近年来，湾井镇全力打好乡土牌、回引牌、服务牌，聚合人才力量，为湾

井镇按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键”。

安徽肥西：凝聚乡贤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 安徽省合肥市肥

西县花岗镇积极推行党组织领

办合作社，杨湾村作为试点村，

乡村营商环境不断升级， 乡村

产业发展不断融合， 产业需求

也越来越多。 乡贤段其墩得知

后 表 达 出 强 烈 的 回 乡 投 资 意

向， 作为企业家代表签订采购

意向协议书， 帮助村销售农产

品，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用

实际行动诠释“饮水思源、反哺

桑梓”的情怀。

在花岗镇建设过程中，像段

其墩这样关注和支持家乡发展

的乡贤还有不少。 比如，张店社

区西瓜大棚产业、芮店社区民宿

项目等，都有企业乡贤的深度参

与，不少乡贤奔走相告建设家乡

的消息，一起加入“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 共同打造美丽乡村”的

行列中。 在乡贤的带动下，花岗

镇的乡村振兴产业按下了“加速

键”， 全力打造出乡村风貌示范

村

3

个。

花岗镇以“聚乡贤、 汇力

量、促发展”为主线，多措并举把

乡贤“软财富” 转化为“硬实

力”，助推乡村振兴。

深挖乡贤资源， 常态交流

话振兴。积极摸排联系，建立乡

贤名册

(

记录

106

人信息

)

。 利

用春节、 中秋等节假日人员返

乡契机， 邀请在外乡贤代表参

加人才交流座谈会等， 集聚资

源、集思广益，为家乡发展建言

献 策 ， 鼓 励 和 引 导 乡 贤 回 乡

创业。

激发乡贤优势，参与治理提

效能。 发挥本地乡贤有威望、品

行高、经验足的特点，邀请

30

余

名“老教师”“老村干”“老模范”

等日常参与基层治理，化解群众

矛盾纠纷， 为乡村治理提建议、

办实事，激活乡村自治力。

2024

年以来，花岗镇共收集乡贤合理

化意见建议

62

条 ， 已落实

55

条，其余

7

条正在落实。

系牢“乡情”纽带，村企共

富促发展。 花岗镇探索实施“企

业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 发展

模式，吸纳乡贤企业积极参与家

乡建设，将自身发展优势与乡村

产业融合起来，助推产业发展提

质升级。 通过乡贤牵线搭桥，招

商引资，共同带富乡村，促进周

边群众就业。 乡贤与合作社合力

盘活村级资源，带动乡村集体经

济发展，协同打造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共富之路。

（程晓娟 董秀竹）

福建安溪：

乡贤返乡办乡事

公益反哺又一春

春节期间，安溪县各地乡贤纷纷返乡，带着

在外积累的财富、 技术和广阔视野， 积极投身家

乡建设，上演一场温暖人心的“双向奔赴”。 他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家乡的深情厚谊， 为乡村振

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学校的电脑又旧又慢，很多教学软件都运行

不了，严重影响了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展。 ”春节返

乡之际， 长卿镇祥泉村乡贤张烈江偶然得知这一

状况后，立即启动“教育焕新行动”。 他精心挑选

适配教学需求的

100

余台高配置电脑， 全面升级

全镇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设备。

多年来，张烈江在外拼搏奋斗，却始终心系家

乡发展。 去年

12

月， 广州安溪商会换届之际，作

为会长的他以身作则， 慷慨解囊， 捐赠

200

万元

给县慈善总会， 用于推动家乡慈善事业发展，切

实帮扶困难群体，助力改善民生状况。 此外，他还

向长卿崇德中学捐款

20

万元，提升学校学生的学

习环境。

除心系教育外， 不少乡贤也心系家乡经济发

展， 踊跃回乡投资兴业助推家乡发展。 在龙门镇

2025

年新春企业家座谈会上，安嘉门业、泉州智

域智能科技 、 福建省鑫奇力科技等项目签约落

地。而在湖头镇则举办的“青春归巢 才聚家乡”返

乡大学生新春座谈会上， 也集中签约了固铭储能

锂电池制造、 宏鑫达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合作、曲

斗香酒业生产、米粉水再利用等多个项目。

在乡村振兴方面，乡贤们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官桥乡贤廖锂平捐资

500

余万元建造马狮生态公

园， 已成为产城融合新地标。 金谷镇洋内村乡贤

组织并成立公益协会， 关爱当地困难群众； 土生

土长的金谷乡贤陈文令打造公益性艺术公园，成

为春节的网红打卡地……在乡情、乡愁的牵引下，

一批批乡贤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不只如此， 事业有成的乡贤们也倾心于家乡

的乡村文化生活。 春节期间， 祥华村文化广场上

演的“知家乡 爱家乡 建家乡”主题村晚，成为乡

贤文化反哺的生动注脚。 在乡贤企业及十余位乡

村能人共同支持下， 这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

盛宴， 既传承了闽南民俗精髓， 又注入了新时代

精神。乡贤们还为全村

80

岁以上金婚夫妇送上新

春红包和爱心物品， 将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化作

暖心实践。

这一幕幕暖心场景， 是安溪县乡贤助力家乡

发展的生动缩影。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安溪

人共答安溪题” 的责任与担当， 为家乡的明天描

绘出更加美好的蓝图。 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 安溪县将持续完善乡贤参与机制， 优化服务

保障， 进一步激发乡贤回报家乡的热情， 凝聚更

广泛的社会力量， 共同谱写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黄梁山）

陕西安康：

在外企业家

情系桑梓不忘根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 我是土

生土长的新兴人，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情怀，想为家

乡振兴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在外打拼多年，但

乡音未改 ， 地道的乡音饱含着张世兵对家乡

的热爱。

近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瀛湖镇新兴村在

外企业家张世兵为村上分散供养五保户送去了米

面粮油和慰问金，为村委会捐赠了厨房用品，共计

3

万余元。

张世兵是土生土长的新兴人，青年时便离家

踏上了创业之路，如今

48

岁他已经是宁波康中机

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企业向前发展的同时，他不

忘家乡，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一直惦记着家乡

的乡亲们，积极投身于家乡乡村振兴事业，用实际

行动回馈这片养育他的土地。

2024

年

7

月，他曾

在“乡村振兴一日捐 ”活动中为家乡捐赠了

1

万元。

张世兵的善举不仅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誉，更

是为其他乡贤做出了榜样。“每次返乡，总能看见

家乡的变化， 今后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投

入家乡的发展建设，希望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 ”

近年来，瀛湖镇积极探索“归雁经济”，鼓励

在外创业成功人士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下一步，瀛

湖镇将以最优越的环境、 最优质的服务吸引更多

的在外乡贤返乡， 为瀛湖镇的发展注入活力和动

力。 （张林月）

湖南宁远

聚合人才力量

为小镇持续注入新活力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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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

打好乡土牌

真抓实干“用”人才

“我们广大的农村有数不

尽的能人，包工头、木匠、瓦匠，

他们都是建设家乡的好手。 ”湾

井镇东江村党支部书记彭小胜

说。 数年前，听闻家乡建设需要

人才， 彭小胜毅然决然地担起

了支部书记的重担， 投入东江

的振兴事业之中。

近年，在彭小胜带领下，村

“两委” 充分挖掘各类人才，对

能工巧匠、 致富能人等本土人

才进行走访调查， 全面摸清底

数， 掌握其基本信息， 建立了

100

余人的本土人才库清单。

2021

年以来，东江村根据

人才库选拔能人，以筹工筹劳、

“积分兑换”等形式让“致富能

手”“田秀才” 带领着村民进行

乡村人居环境改造， 盘活乡村

产业，建设重大项目，充分激活

乡土人才“活水”，让乡土人才

“破土飘香”。

打好回引牌

自我造血“引”人才

“乡里人总对自己的家乡有

种莫名的乡土情，我们希望能够

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让家乡一

天比一天好。 ”在东江村的植树

党日活动现场，泊雅思酒店董事

长谭咏斌说道 。 为助力家乡建

设，其捐助了

3

万余元的紫荆

树种。

在湾井镇，像谭咏斌这样想

为家乡出份力的乡贤数不胜数。

抓住春节等在外人员返乡的黄

金时机，湾井镇以党员冬春训为

契机召开在外人才专题座谈会。

共同探讨产业发展路径，谋划乡

村振兴蓝图。 每村至少成功回引

1

名在外优秀人才。 对大学毕业

生 、退役军人、致富带头人等重

点群体开展走访调研，分类建立

详细的人才台账。

为给回乡人才搭建施展才

华的广阔平台，全镇积极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 成立

19

个集体经

济合作社， 大力促进农旅合作，

让各行业有能力、有抱负的人才

有机会崭露头角，真正做到人尽

其才。

打好服务牌

真情实意“揽”人才

走进湾井镇朵山村，村干部

们正围站在一个个的“陌生面

孔”前，聆听着关于“今年的油菜

花长势慢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的解答。 这些“面孔”正是今年即

将入驻宁远稻烟科技小院的师

生们，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农业大

学、湖南农业大学。 科技小院的

入驻是探索“专家与农民零距

离 、科研与生产零距离 、育人与

用人零距离 ”的生动实践 ，亦是

湾井镇坚持“外来

+

本土 ”融合

人才发展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活力的生动缩影。

优化人才服务环境是湾井

镇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镇领导

班子成员实行“一对一服务”制

度，主动下沉一线，不定期前往

科技小院倾听进驻师生的诉求，

靠前服务 。 通过“心连心 ”的沟

通， 湾井镇不断优化服务环境，

塑造服务品牌 ，真正营造“人才

愿意留湾井 ，主动爱湾井 ，尽心

建湾井”友好氛围。

湾井镇紧紧依靠资源禀赋

不断与“大元社艺术交流中心”

“中南大学”等组织、高校展开合

作，为其解决资金 、设施等方面

的后顾之忧，吸引了近百名不同

专业人才在艺术传播 、 文化教

授、 科普宣传等方面开展服务，

有效发挥人才联合优势，强力推

动形成了人才赋能乡村文化振

兴新局面。

（杨清 骆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