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泸县：

乡贤农场

成为村民致富“就业地”

在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方洞镇三界村的欣虹家

庭农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繁忙气息。乡贤人士钟

朝武所经营的这片农场， 已然成为当地的一颗耀

眼明星，是当地村民致富的就业地。

走进农场， 只见工作人员们手法娴熟， 正忙

着采摘鲜嫩的豌豆尖。 他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容， 因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实现增

收，这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以前外

出打工，不仅辛苦，还不能照顾家里。 现在好了，

在家门口的农场干活， 收入也不错， 还能兼顾家

庭。 ”工作人员何瑞刚开心地说道。 如今，每天农

场里至少有

10

多个人忙碌着，这里成为了村民们

增收致富的新平台。

欣虹家庭农场占地面积达

300

亩， 当下正值

收货季，豌豆尖、花菜、莲花白、南充菜、菜苔等成

为了田地里的“主角”，规模颇为可观。 这里的蔬

菜种植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 保证了蔬菜的品质

和产量。 每隔三天，农场就会迎来一次采摘，每次

采摘量可达

4000

多斤。鲜嫩的豌豆尖被精心采摘

下来后，会迅速运往泸州、荣昌等地，成为当地市

场上的抢手货。

农场主钟朝武介绍， 为了保证蔬菜的新鲜

度，他们建立了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确保采摘的

蔬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消费者手中。 尤其

是在春节期间，市场对蔬菜的需求量大增，欣虹家

庭农场的蔬菜更是供不应求，为保障市场的“菜篮

子”供应贡献了重要力量。

作为乡贤人士， 钟朝武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

成功，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的农场吸纳了众多

当地村民就业，为推动乡村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 他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关心关爱困难群

众，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欣虹家庭农场的成功， 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

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也为市场提供了优质的

蔬菜产品。在钟朝武的带领下，相信欣虹家庭农场

将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为更多的

人带来希望和福祉，也为保障市场的“菜篮子”需

求持续贡献力量。 （据泸县县委统战部）

河南商丘：

“出彩睢阳人”

成为助推乡村振兴榜样力量

近日， 记者走进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娄店镇

李汉臣村，一条笔直宽阔、干净整洁的水泥路映入

眼帘，路上两辆轿车可并排相向而行，村民们驾车

行驶，畅通无阻，尽显乡村生活的便利与活力。

正在为小麦施肥的村民李建设说道：“过去，

每逢下雨，这条路就泥泞不堪，行走极为不便，可

谓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

为改善村内道路状况， 满足群众生产生活出

行的需要，娄店镇积极对接在外乡贤，利用春节假

期人员回家过节的时机，开展“三捐”活动，通过

发动在外能人捐款、 村民捐物捐力的方式新修建

了水泥路。

如今， 这条焕然一新的水泥路不仅改变了村

民的出行条件，更为村庄注入了勃勃生机，成为乡

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目前，李汉臣村、刘田村共收到捐款

24.5

万

元， 硬化了

1.7

公里道路， 实现村组路段互通相

连，方便群众出行，得到群众的一致赞扬。 此外，

乡贤还捐献了价值

3.7

万元的棉衣、 米面油等物

品，对全镇

170

位孤寡老人、低保户、五保户进行

了走访慰问。

“给村里修路是公益事业， 也能帮助家乡发

展，我们和所有在外游子一样，希望尽己所能为自

己家乡做点事情。”出彩睢阳人会员刘林场有感而

发，“家乡的发展一直系着我的心， 以后我还会继

续为改善家乡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 助力家乡

乡村振兴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

去年以来，睢阳区围绕全区城乡“

1+3

”重点

工作和“

2+4

”产业布局 ，坚持“项目为王 ”、致力

“产业倍增”，汇聚各方力量，搭建情系家乡、反哺

家乡、畅叙乡情的良好平台。 目前“出彩睢阳人”

联谊会在册会员

97

人，上海、广州、深圳、义乌成

立了外地分会，各镇（街道）成立了本地分会，助

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民生改

善、共富工坊建设等，引导“出彩睢阳人”支援家

乡建设和发展，助力睢阳区走在前、做示范。

据统计 ， 截至目前， 睢阳区累计回归人员

2856

人、回迁项目

25

个，回流资金

63.2

亿元，有

效推动了全区繁荣发展。 （陈海峰）

山东鄄城：创新社工模式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山东省鄄城县左营镇立足

基层实际，探索出“政府引导

+

社会协同

+

群众参与” 的社会

工作新模式， 通过织密服务网

络、实施精准帮扶、激活志愿力

量， 有效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

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织密服务网络， 民生服务

“零距离”

针对辖区

23

个行政村分布

分散的特点，左营镇构建“镇级

服务站—村级服务点—网格服

务岗” 三级联动机制， 整合民

政、 残联、 妇联等

8

个部门资

源， 打造集政策咨询、 技能培

训、 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平台。 今年以来，累计

开展助老服务

20

余次，组织就

业培训

2

场， 惠及群众

600

余

人次。 在丁阳寺村，由镇卫生院

和青年志愿者组成的“银龄守

护队” 每周定期上门为独居老

人测量血压、代购药品，村民李

奶奶感慨：“现在不出村就能享

受理疗服务， 孩子们在外打工

更安心了。 ”

精准帮扶施策， 托起群众

“幸福梦”

聚焦特殊群体需求，左营镇

创新推出“阳光助老”“情暖童

心”“巾帼关爱”三大专项行动。

通过建立低保就业帮扶基地，

引导低保户参与手工艺品代加

工，实现居家就业，

20

余名困难

群众月均增收

800

元。 针对留

守儿童和困难儿童， 常态化开

展“周末课堂”“暑期小荷学堂”

等活动，累计服务儿童

217

名。

同时，依托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为困境家庭提供心理疏导 、学

业辅导等精准帮扶， 切实兜牢

民生保障底线。

培育志愿力量， 激活治理

“新引擎”

以“党员带头

+

乡贤助力

+

群众参与”模式为抓手，左营镇培

育“移风易俗”“黄河流域文化传

承”等

6

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并创

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制度，

村民参与环境整治、 矛盾调解等

可兑换生活用品。今年以来，累计

开展志愿活动

30

余场，化解邻里

纠纷

6

起， 基层治理活力显著提

升。 镇党委书记李由强表示：“我

们将持续深化三级联动机制 ，培

育本土社会组织， 壮大慈善公益

力量， 让社会工作成为密切党群

关系的‘连心桥’、推进基层治理

的‘润滑剂’。 ”

如今， 左营镇已形成政府主

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

理新格局。 随着社会工作体系不

断优化， 这个鲁西南小镇正以创

新之笔，绘就产业兴、百姓富、乡

村美的振兴新画卷。

（陈晨）

资料图片

福建龙岩

激活乡村文化基因

绘就振兴新图景

走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红坊镇东埔村的阡陌纵横间，一

座古色古香的乡村文化会客厅

映入眼帘 。 这是一座集文化传

承、休闲娱乐、乡情联络于一体

的多功能“乡村文化会客厅”，它

践行“以文化人、以文铸魂、以文

惠民、以文润心”的宗旨，通过丰

富多彩的活动设计，串联起传统

与现代、乡土与创新，为村民和

游客打造了一方文化交融的活

力空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动能。

文化传承：

非遗与农耕焕发新生

会客厅内，非遗“龙岩巧头”

展示厅成为一大亮点。 通过对传

统喜事（出生、满月、成人礼、婚

嫁、寿诞等）需举行的仪式讲解

和准备的物品展示，吸引年轻人

驻足学习。 同时，“农耕文化”研

学课堂陈列着犁、锄、耙等老式

农具，展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及

二十四节气等农耕知识，让游客

沉浸式感受“春种秋收”的农耕

智慧。“以前觉得这些老物件过

时了，现在才知道它们承载着祖

辈的智慧。 ”一位参与研学体验

的学生感慨道。 会客厅还定期举

办传统节日庆典 ， 如端午包粽

子、重阳敬老人、元宵看舞龙等，

让 乡 土 文 化 在 传 承 中 焕 发 新

活力。

活力注入：

全民参与共享幸福

会客厅不仅是文化阵地，更

成为村民的“精神乐园”。室外篮

球场每年上演激烈的村级联赛，

青年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点燃

乡村激情；亲子采摘园里，家长

带着孩子体验果蔬采摘的乐趣，

既促进亲子互动，又带动了生态

农业消费。 老年活动中心里书法

爱好者挥毫泼墨，阅读角的老人

们分享经典名著，棋牌室里“楚

河汉界”激战正酣。“以前闲了只

能在家看电视，现在这里热闹又

充实！ ”一位老人笑着说。

乡情凝聚：

内外联动共谋发展

春节期间 ，会客厅变身“乡

贤茶话会”主场。 返乡的乡贤能

人齐聚一堂， 围绕产业发展、文

旅融合、乡村治理等方面建言献

策。 此外，会客厅还成为理论政

策宣讲和技能培训的“加油站”，

邀请专家开展农业技术、电商运

营等培训， 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这里不仅是聚会场所， 更是信

息与资源的枢纽。 ”一位返乡创

业青年表示，会客厅的平台效应

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乡村发展

的机遇。

创新传播：

自媒体助力“出圈”

会客厅的独特魅力也吸引

了众多自媒体创作者。 古色古香

的建筑、非遗展示、热闹的节庆

活动成为短视频创作的绝佳素

材， 相关话题频繁出现在抖音、

快手等社交平台。 比如穿越东埔

Vlog

展示东埔村整体面貌；非

遗巧头

Vlog

吸引群众前来参观

学习； 田园采摘

Vlog

则让周边

草莓园的知名度大幅提升。“用

镜头记录乡村之美，让更多人爱

上这里。 ”一位自媒体博主如是

说。

展望未来：

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乡村文化会客厅的建成，不

仅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探索出一

条“文化

+

产业

+

治理”的乡村

振兴路径。 目前东埔乡村文化会

客厅主体及部分配套设施已完

成整合，下一步计划依托郑氏祠

堂—

—雲锦堂，打造家风家训场

馆，引导群众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要让会客

厅成为村民的骄傲 、 游子的牵

挂、游客的向往。 ”东埔村党支部

书记郑河湖信心满满地表示。

从“沉睡资源 ”到“活力空

间”， 红坊镇东埔乡村文化会客

厅的故事，是乡土文化复兴的缩

影。 通过多样化的活动，乡村文

化会客厅能够吸引更多游客，提

升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

也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

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江惠玲 郑晓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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