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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兴产业 乡村增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妇联主席、全

国三八红旗手、“微光书苑”发起人李翠利

(

右

)

担任“

1

平米书架”公益

行动荐书官。

全国人大代表、“微光书苑”发起人李翠利

鼓励新乡贤、社会组织等

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生于乡村，长于乡村，乡村

文化建设一直是李翠利关注的

重点领域。 多年来，她始终致力

于推动乡村阅读公益事业，而这

件事，还要追溯到

17

年前。

2008

年， 在看到乡村孩子

们课余时间无事可做的状况后，

李翠利将自家超市中的白酒货

架改成了书架，摆上自己积攒的

几百本图书，供村里的孩子和成

年人免费借阅。 有人来借书，她

还会送糖果、送毛巾、送笔记本。

虽然这期间也面临着经济等各

方面压力， 但她依旧坚持了下

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

关注乡村阅读。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李翠

利更加努力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和乡村阅读事业，并且希望通过

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关注这一

议题。 截至目前，李翠利创办的

“微光书苑” 已经开了

17

年，累

计借阅人次超

40

万， 其中不少

总来看书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微光书苑” 模式也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后来由新华书店总

店和网商银行公益小店联盟共

同发起的“

1

平米书架”公益行

动，就是以此为范本。 而作为

“

1

平米书架” 公益行动荐书

官，李翠利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持续关注并推广乡村阅读。

今年全国两会，基于自己

的观察和调研，李翠利提交了

《关于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建

议》。 其中提到，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文化

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

程，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

要源泉，对于引领乡村意识形

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 然而，当前乡村

文化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存

在文化设施基础薄弱、财政投

入不足 、从业人员匮乏 、业务

指导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制约

了乡村文化振兴步伐。

为此，李翠利提出了以下

建议：

一、 设立村文化专员岗

位，强化文化市场监管。 建议

在村“两委 ”干部中遴选具备

一定文化素养的委员担任村文化

专员，负责乡村文化市场的上报、

引导与监管工作，加强对乡村文化

活动的政治引领，确保各类文化活

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避免

低俗、 虚假宣传误导乡村留守老

人，维护乡村文化健康发展。

二、重视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

设，建立长效支持机制。 一是解决

编制与待遇问题。 为农家书屋、文

明实践站等配备专职管理员，解决

其编制、工资及待遇问题，激发其

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是吸引

社会力量参与。 出台相关政策，扶

持和重视以乡土人才为主的社会

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服务建设，鼓励

新乡贤、社会组织等参与乡村文化

建设，带动乡村文化事业繁荣与经

济发展。

三、提升乡村文化建设从业者

素养，缩小供需差距。 一是加强培

训指导。 充分利用现有乡村文化

建设平台，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管

理者和从业者的培训力度，提升专

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二是鼓励深

入群众。 支持创作者、从业者深入

乡村生活、了解群众需求，创作出

符合当地民俗民情、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作品，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成效在

政府考核中的比重。 一是完善考

核标准。 建立以服务成效为核心

的乡村文化建设考核标准，确保考

核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 二是加

大考核权重。 在地方政府行政考

核中，适当提高乡村文化建设成效

的考核比重，引导地方政府更加重

视和支持乡村文化建设工作。

李翠利认为，加强乡村文化人

才建设、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成效在

政府考核中的比重，是推动乡村文

化振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举措。“建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

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

动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

就。 ” （皮磊 文

/

图）

政府与乡贤双向发力

宝盖镇坑东小学面貌

焕然一新

日前， 记者走进福建省石狮市宝盖镇坑东小学

发现，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据悉，半年多来，该校完成

了一系列“焕新”工程，教学环境随之大变样。值得一

提的是，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政府与乡贤的双向发力。

坑东小学现在的校舍于

20

世纪

90

年代建成投

用，至今已有

30

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校园存在

设施老化、配套不足的问题。 去年，村校共同思考校

园“焕新”计划，并将这一工作提上日程，列清单、想

办法，合力研究与推动。

“对于学校的‘焕新’计划，各级党委、政府和海

内外乡贤都非常支持。 ”坑东小学校长侯燕燕介绍，

在各级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去年下半年，坑东小学启

动一系列“焕新”工程。 坑东小学此次“焕新”工程力

度很大。 改造校门、建设升旗台、修整广场、建设公

厕、升级运动场、翻建围墙、完善多媒体教室……半

年多来，一个个工程相继实施，并于

2025

年新学期

前陆续完工。

“这个塑胶运动场的前身是水泥硬化的操场，非

常简陋；教学楼前的广场上，我们修整后还添置了石

头桌椅，成为学生课余时间休憩、阅读的好去处。 ”侯

燕燕介绍， 校园原先的围墙十分破旧， 存在安全隐

患 ，也纳入校园“焕新”工程 ，共翻建围墙

150

米

左右。

“市镇两级和教育局都给予很大的支持，让学校

教学环境得到质的改善。 ”坑东村有关负责人介绍，

乡贤们亦贡献了很大力量。 去年，旅港乡贤吴志忠吴

志谋昆仲、吴银河黄菲莉伉俪返乡时，了解到家乡学

校急需改善教育教学环境，当即慷慨解囊，分别给坑

东小学捐资

8

万元、

10

万元爱心款。 随后，吴清潭施

秀棉伉俪也为校园环境升级出力， 出资建设塑胶运

动场。

“我们今年还将继续推进‘焕新’工程，计划于暑

假期间实施二期工程，对教学楼进行整修。 ”侯燕燕

说，让整个校园的教育教学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林智杰 颜华杰）

重庆：

乡贤调解化心结

家事纠纷终和解

近日，酉阳法院丁市法庭通过“人民法院老马工

作室”成功调解一起离婚纠纷，运用“法庭

+

乡贤”

联动调解模式让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的王某、 李某

夫妻重归于好。

王某、李某结婚五年，婚内育有一子。 因家庭琐

事，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为化解家庭矛盾，避免

双方“冲动”离婚，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丁市法

庭委派基层调解经验丰富的驻庭调解员黄碧华开展

调解工作。

作为中共党员、 退休村干部， 黄碧华充分发挥

“乡贤调解”优势，采取“面对面

+

背靠背”调解方式，

从维系感情、子女成长、家庭责任等多维度开展劝导。

经过耐心疏导，王某表示愿意给丈夫机会，李某遂当

场签署婚姻家庭承诺书，承诺共同经营家庭、抚养子

女。 至此，这段濒临破裂的婚姻得以破镜重圆。

“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是重庆法院系统创新打

造的多元解纷品牌， 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

纷化解。 下一步，酉阳法院将持续优化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强基导向“六项工作”，

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酉阳地区落地生根。

（袁凯）

近日，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嘉

明镇

180

余亩花菜陆续成熟迎

来了采收期。 在罗桥村的乡贤蔬

菜种植基地，一垄垄花菜长势喜

人，翠绿的菜叶间，雪白的花菜

宛如珍珠般镶嵌其中，为田野增

添了一抹生机，呈现出丰收的景

象。这一切，离不开乡贤的引领，

他们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

动力。

走进蔬菜种植基地 ，

70

余

名工人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割

菜、套袋、背菜、装车，忙碌的身

影穿梭在田间地头，与丰收的花

菜交相辉映。 他们用勤劳的双手

“蔬”写着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也用汗水浇灌着丰收的喜悦。 这

些工人大多是附近村民，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 实现了

“挣钱顾家两不误”。

“花菜作为短 、平、快的农

作物，具有生长周期短 、种植方

法简单、 市场前景广阔等优势，

不愁销路，市场价格也很不错。 ”

蔬菜种植基地乡贤廖东介绍道。

据了解，目前花菜市场价格在

3

至

4

元一公斤， 亩产可达

3000

斤左右， 预计可带来

80

余万元

收入。

在乡贤的带动下，花菜种植

不仅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还为村民提供了“家门

口”就业的机会。 罗桥村村民余

占芳便是受益者之一。 自从蔬菜

基地建成后，她便开始在基地务

工。“这段时间天天来帮忙，离家

近， 还能挣一笔钱补贴家用，真

是太好了！ ”余占芳满意地说道。

她表示，是乡贤的带动让她有了

稳定的收入，也让大家看到了产

业发展的希望。

近年来，泸县嘉明镇充分发

挥自然气候优势，积极探索轮作

模式，通过发挥乡贤示范引领作

用， 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

推动了产业多元化发展。 乡贤们

凭借自身资源和经验，为村民提

供技术培训、市场信息和销售渠

道，帮助村民解决了种植过程中

的诸多难题， 让村民种得放心、

卖得安心。

如今，花菜种植已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让

“菜篮子”成为群众的“钱袋子”。

通过乡贤的带动，泸县嘉明镇实

现了产业增效、群众增收 ，书写

了“乡贤兴产业，花菜富乡亲”的

生动篇章。

（泸县嘉明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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