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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乡贤返乡创业

“撂荒地”

变身“旅游花海”

随着气温回升，这几天，嵩县德亭镇

龙王庙村“里仁花海”数百亩芝樱花迎来

了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芝樱花竞相绽

放，宛如一片粉色的海洋，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去赏花踏青，尽情享受这原汁原味的

乡土风光。

“里仁花海”由当地青年乡贤罗飞返

乡创建的， 已成为当地的主要乡村旅

游景观。

德亭镇龙王庙村地处山区， 景色优

美。怎样让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在

城里工作的罗飞萌生了返乡发展乡村旅

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想法。说干就干，

罗飞发动本村青年们依托良好的地形优

势和生态资源优势， 投资开发以里仁花

海、里仁红叶山为主的旅游景观，致力于

打造规模化的山地芝樱花海

(

芝樱山

)

、万

亩红叶林及水乡古村景观。 经过开发，里

仁芝樱花海面积达

300

多亩，红叶山面积

10000

多亩，发展梅花、桃花、海棠、樱花

等

1

万余株，成为当地有名的乡村生态旅

游景观。

经过精心打造，目前，里仁花海已成

为春季赏花、 秋季赏叶的网红打卡地，成

功上榜中国天然氧吧河南赏花地图，赏花

(

叶

)

期日均游客量达到

500

人次以上，带

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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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群众端起“旅游饭”。罗飞

也先后被嵩县县委统战部、工商联推选为

“嵩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副主席”，

洛阳市“返乡创业优秀乡贤”，成为乡土带

富人才。 （汪亢 李清竹）

福建宁德：

乡贤携手村企

打造文旅胜地

春风轻拂，桃花摇曳生姿。 宁德市蕉

城区飞鸾镇岚口村沉浸在一片烂漫桃花

之中，宛如一幅鲜活的田园诗画，吸引着

无数游人的目光。 如今这幅如诗美景的背

后， 是岚口村依托“乡贤

+

村企共建”模

式，实现从偏远小乡到文旅胜地“幸福桃

花源”华丽蝶变的奋进历程。

岚口村地处飞鸾镇西部山区， 曾因地

理位置偏远、 资源相对匮乏， 发展步伐滞

后。 近年来，在村党支部引领下，岚口村探

索出“支部搭台、乡贤牵线、村企共建”的党

建互促机制，拉开乡村振兴的大幕，书写出

“乡贤

+

村企共建”的乡村文旅发展新篇。

心怀桑梓的乡贤们，带着丰富资源与

先进理念回归， 与当地企业紧密协作，为

岚口村文旅发展出谋划策、出资出力。 在

乡贤带动下， 岚口村与新能源企业合作，

打造了

200

余亩水蜜桃种植基地。这片曾

经的闲置土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聚宝

盆”，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为乡村旅

游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乡贤精心规划与打造下，岚口村文

化旅游资源重焕生机。 通天洞、石林奇观

等景点得到有效保护与开发，旅游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岚口村

围绕这些特色资源，精心设计了一条集观

光、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

路，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如今，岚口村

年游客量已突破

15

万人次， 成为乡村旅

游热门目的地。

“乡贤

+

村企共建”这一模式不仅推

动了岚口村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为其

他乡村文旅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 展望未

来，岚口村将持续深化这一模式，不断创

新文旅发展路径，让更多游客在这片土地

上找寻到心灵的栖息之所。 （郑霄）

甘肃省宁县金村乡

抢时抢墒忙春耕 顶凌覆膜正当时

乡贤在古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是中华文明得以长期存续的重要结

构性支撑。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家国

同构既是一种社会理想， 也是政治

实践的牵引方向。 无论是在分封制

下，还是郡县制下，乡贤皆是联结社

会与国家的重要群体。 乡贤一般指

在乡村社会中以其才能与德行而受

人尊重者， 他们拥有决定乡村社会

公共事务、 调节内部矛盾的资历与

威望， 能够代表乡村与政府进行政

策沟通。 乡贤一方面将乡村社会的

诉求带到国家治理的层面寻求解

决， 一方面又协助国家在乡村社会

中行使其职权。 乡贤的角色与作用

推动了古代乡村治理向善政方向

发展。

以推行社会教化为职责的三老

等角色

战国时期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将土地与人口直接置于郡县制的

治理框架中， 推行赋役制度与编户

齐民制度。由此一来，地缘关系成为

政府建构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 ，而

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则与行政

组织相脱离， 退居到社会事务领域

发挥作用。在此情形下，超越血缘关

系的乡贤便成为新型的乡村领导

者。他们既由乡村社会所推举，也被

政府所接受， 并在汉代制度中被界

定为三老。

三老虽然不属于官吏， 但其身

份却是由政府指定并赋予的。 汉高

祖二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

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 与县令丞

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 汉高祖设

置了县、乡两级三老，员额各一人。

县三老可与县级主官县令、县丞、县

尉相议事，享有免除徭役、戍边的权

益。 乡三老的任职条件是须有好的

德行，职责是从道德层面教化民众。

相较于县令等官吏的政治权力，三

老的威望来自乡村社会的道德认

同，他们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拥护。

汉朝在继承秦朝“以吏为师”

治理模式的同时，发挥三老的作用，

将道德领域的教化事务委托给三

老， 同时也将之吸纳至地方政治的

决策机制中， 为政府行政奠定民意

基础。除了三老之外，汉朝所认可的

乡贤还有“孝悌”与“力田”。 汉文帝

十二年诏书称：“孝悌， 天下之大顺

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

师也。 ”孝悌是指孝顺父母、尊重

爱护兄弟姐妹，以德行著称者。 力

田是指经营田业优异者。 在汉朝

的制度设计中， 三老居于教导民

众的师者地位， 孝悌与力田则作

为民众的德行表率与劳动榜样，

三者相互配合，引导民众的言行，

共同维护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

魏晋南朝继承两汉乡里制

度，仍然以三老等为乡贤民望。 如

刘宋后废帝加元服时曾广赐民

爵，其中三老、孝悌、力田者赐爵

二级， 可见三老等仍为乡村治理

的重要依靠对象。 北魏孝文帝改

革时建立三长制（党、 里、 邻三

级），为北齐、北周所继承。隋唐恢

复乡里制度， 在里之下设邻保组

织，同时发挥“父老”在乡村社会

的权威，借助他们实现乡村治理。

宋代乡村治理制度较为复杂 ，有

乡里、耆管、都保等多种制度。 明

朝实行里甲制度， 以

110

户为一

里， 由丁粮最多的十户轮流担任

里长，同时里设“老人”，选年高为

众所服者担任， 主要职责是劝导

民众的善行、平息乡里争讼。

与汉唐时期三老、 父老的地

位接近于乡官不同， 明朝老人为

乡役。 明太祖颁行《教民榜文》规

定， 老人负责理断的民间诉讼包

括：户婚 、田土、斗殴 、相争 、失

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

田园瓜果等，私宰耕牛、弃毁器物

稼穑等，畜产咬杀人、卑幼私擅用

财、子孙违犯教令、师巫邪术、六

畜践食禾稼、均分水利等。《教民

榜文》 还对老人的失职及职务违

法作了规定，若里甲、老人徇情作

弊，颠倒是非者，依律论罪。

尽管从汉唐到明清， 中国古

代基层治理出现了由乡里制度向

都保制度、里甲制度的变化，但由

政府指定乡村社会有名望者并借

助三老、父老、老人等乡贤身份来

平息诉讼的乡村治理方式， 则为

历代王朝所继承沿用。

在乡村教育等社会建设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士人

与三老、父老、老人等由政府

指定相比， 士阶层在乡村社会中

的威望来自“士大夫”的身份。 在

西周春秋的分封制中， 士与平民

的身份最为接近， 他们共存于同

一个社会空间。 士以其政治地位

及知识德行， 而在平民间具有威信。

战国至西汉， 游士成为士阶层的主要

形态， 他们与乡村社会较为疏离。 东

汉时期土地兼并盛行， 一部分地方豪

强出现了儒学化倾向， 转化为在乡士

人， 他们在乡村社会从事文化教育活

动， 并通过察举制度入仕， 结成全国

性的网络。 这些士人设立私学的规模

很大，常有数百人至万人之多。《后汉

书·儒林列传》言，“若乃经生所处，不

远万里之路， 精庐暂建， 赢粮动有千

百， 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 编牒不

下万人。 ”这些私学的建立，在乡里推

广了文化，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士人在乡里的教育活动， 一方面，有

志于学的乡民获得了教育资源， 改变

了文化面貌， 进而获得了阶层跃升的

机会。 另一方面， 乡里的普通民众也

受到了文化熏染， 凝聚乡村社会的价

值共识。 东汉时期的士人家族之所以

能够发展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

族， 正是缘于乡村社会对他们的价值

认同。

隋唐科举制建立以后，地方士人

的向上流动具有了较为畅通的制度性

渠道 ， 乡村社会普遍形成了向学之

风。 唐玄宗承认私学的合法性之后，

村学 、 私塾成为乡村教育的主要形

式。 村学由村民集资，邀请士人办学。

私塾则是士人自己兴办， 招收范围限

于本坊、本村、本乡。 宋元时期，赋闲

于地方的官僚士人配合政府组织乡

役， 建构家庙祠堂及营建族产族田，

兴办书院讲学。 乡村社会既接受官僚

士人的社会教化， 也为科举士人提供

教育条件， 成为培养士人之所。 明清

时期， 科举功名为终身身份， 暂未授

官及等待科考的士人沉淀在乡村，发

展成为士绅阶层。 较之宋元官僚士

人， 明清士绅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更为

全面且深入。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基层行政组

织中存在两种主要类型的乡贤： 一种

是德高望重之人，如三老、父老、老人

等；一种是饱读诗书之人，如士人、士

绅等。 古代乡贤最主要的作用是推行

社会教化、 参与乡村教育等社会建

设， 起到凝聚社会共识、 平息社会矛

盾的功效，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着黏

合剂、 润滑剂的作用。 中国古代这种

依靠乡贤推行文化与道德教育、 促进

社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是如今推进

乡村治理的重要历史遗产。

（刘雅君）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 随着气温

回升，土地解冻，宁县的田间地头已

是一派繁忙景象。轰鸣的农机声、穿

梭的农人身影、翻卷的银色地膜，构

成了一幅抢墒保墒、顶凌覆膜的“春

耕图”。

在宁县金村乡老庄村的田间地

头，村民们纷纷开始整地、施肥、起

垄、覆膜，他们或三五人组成覆膜互

助小组， 或动用大型农用机械开展

作业，备肥料、旋地块、覆新膜，到处

都是农民劳作的身影和农业机械的

轰鸣声， 一幅幅生动火热的春耕备

播图正徐徐展开。

金村乡老庄村村民齐小平是村

上的玉米种粮大户，近日，他利用春

雨过后的湿润天气， 抢墒情、 赶时

间，整地、施肥、耕地、覆膜，为全年

粮食增产、增收奠定基础。

“去年冬季下了好几场雪 ，因

此今年墒情很好，现在天气也暖和

了，地也开了，趁着墒情好，我们

种玉米的都抢着覆膜，加之地膜都

是政府投资的，今年大家的覆膜种

植玉米的积极性很高。 ”村民齐小

平表示。

顶凌覆膜工作是助推春耕生

产、稳粮增收的关键，为确保春季覆

膜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金村乡严格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大力推广顶凌

覆膜和旱作农业技术， 引导群众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

农资，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开春以来， 金村乡坚持早谋

划，早部署，早行动，动员群众抢抓

墒情，全面开展春耕备耕。 现已完成

顶凌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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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 金银花管护

800

余亩。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

人力，物资和各类机械设备的投入，

确保按时完成春耕生产工作。 ”宁县

金村乡乡长辛亮说。

（张红晓 曹康 郑倩红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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