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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鸿雁”归巢，激活一池春水

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兴
隆场镇密灯村，层峦叠嶂、云雾缭绕之
间，千亩茶园生机盎然。“今年村里种植
生态白茶3000多亩，发展势头非常好，
大家很有信心。”谈起村里的产业发展，
村支书向水珍直言，乡贤能人功不可没。

密灯村地处泸溪县中西部，群山环
抱，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富含硒元素。
2018年，在外打拼事业有成的唐荣芬毅
然返乡创业，成立密灯众诚茶叶农民专业
合作社，从事白茶种植。在他的示范带动
下，密灯村白茶产业蓬勃发展，去年白茶
销售额达1800余万元，带动村民人均纯
收入增加800余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泸溪
县积极开展“统战+乡贤”工作，深挖乡
贤人才资源“富矿”，以乡情、乡音为纽
带，搭平台、优服务、聚合力，团结引导
广大“新乡贤”为家乡建设汇聚智慧和力
量。近两年来，吸引600多名优秀人才回
乡创新创业。

泸溪县的实践，正是全国各地吸引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各
地纷纷搭建平台、出台政策，吸引新乡贤
回家的“归雁经济”，正呈现出越来越深
远的影响力。

乡贤，顾名思义，就是乡里的贤人，
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乡”是“贤”的

“籍贯”，表明其在乡村的经济基础、社
会根基和文化认同。较之传统的乡贤概
念，新乡贤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
现代意义。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
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
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
设，传承乡村文明。随后，“培育文明乡
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写入《“十
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2月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
基础”，“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同样
指出，要让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治理问题上
积极发挥作用。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
很有必要树立一批回乡带领乡亲建设家乡
的优秀乡贤典型，鼓励更多乡贤回乡发
展，带动乡村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全
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
对记者表示。

“乡村振兴最核心的是‘人才振兴’，
要鼓励从农村走出去的人员回村发挥作
用，打造新时代‘乡贤’，弥补乡村振兴
的人才缺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麦康森说。

在他看来，城镇化大趋势下，农村人
才流失加剧，且返乡回流渠道相对不畅，
导致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不牢。而我国
每年有大量原本来自农村的人员，他们
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
资金技术和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有

“落叶归根”的情怀，是乡村振兴的宝贵
人才资源。

群贤共治，助力基层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既
涉及乡村的产业发展、农民的生活富裕等
物质层面，也涉及社会治理、乡风文明、
生态文明等精神层面。“新乡贤”群体是
一支重要的支撑力量，他们在乡村产业发
展、乡风涵养、矛盾化解、提升治理水平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
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
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
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刘木华认
为，乡贤因自身的品德学识、热心乡村公
共事务、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得到农民的尊
敬与信服，在农民心中有极高的威望。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退休后
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3年把西冲村
从一个落后村转变为“岳阳第一村”；海
南省原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苏
厚退休后回到家乡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
梅村务农，让松梅村面貌焕然一新；吉林
省延边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金文元退休后回
到家乡安图县石门镇大成村务农，带领村

民发展产业，人均年收入翻了一番……北京
大学教授张颐武表示，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
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
程中难免有不少矛盾。乡贤在村里地位比较
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
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
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实现把社会
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20世纪，‘将军农民’甘祖昌和‘老
阿姨’龚全珍开社会主义中国式‘告老返
乡’之先河，回到农村带领乡亲发展农业产
业、推动乡村治理、宣传党的声音，是不忘
初心的典范，其事迹在当前仍具有深刻的教
育意义。”刘木华说。

留住乡愁根脉

跟随着老照片、老物件、历史典故了
解村居文化，跟着乡贤足迹学习乡贤榜样
……连日来，浙江温州市龙湾区、泰顺
县、苍南县等地的乡贤馆成了孩子们暑期
研学的热门打卡地。孩子们纷纷走进新乡
贤馆，聆听新乡贤故事，感受新乡贤文
化，感悟新乡贤精神。

据介绍，温州市努力把乡贤阵地建设成
为乡贤礼遇中心、乡民议事中心、乡亲联络
联谊中心、乡风引领示范中心。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设95个镇 （街） 级以上乡贤馆、
乡贤会客厅等乡贤阵地。

“每到月底，我把村里的乡贤达人、产
业能人组织拢来，到村里的乡贤会开月例
会，集思广益，解决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中
的问题。”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浦溪村主任
武长保向记者介绍，该县采取多种方式畅通
乡贤发挥作用渠道。得益于乡贤助力，该村
荣获“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称号，村里
的乡贤会所也成为各级参观调研、交流学习
的打卡点。

“在当代，虽然我们的乡土社会正逐步
被现代社会替代，但乡土观念仍流淌在中国
人血液里、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特别是现
在很多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都是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在农村出生的，乡土情结依然很
重。”麦康森对记者表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递交了一件
《关于鼓励退休人员回“老家”发挥余热
打造新时代“乡贤”》的提案。

“目前来看，年轻人因工作、思想差异
等原因回乡发展相对困难，退休人员回乡相
对约束因素较少，较为容易可行。”麦康森
表示。他认为，鼓励退休人员回乡有很多可
行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告老还乡、落叶
归根的乡土情结，退休人员也具备回“老
家”发挥余热的良好条件：退休人员大多有
知识、有阅历、有资源，干事有办法，完全
有能力带领父老乡亲搞建设、搞发展。

他同时表示，退休人员回乡也面临诸多
问题，比如，很多农村人才离开后到城市安
家落户，在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都已经没
了，在住房、医疗方面都需要更多保障。他
建议相关部门全面梳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层面中存在的阻碍退休人员回乡的不利因
素，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探索乡贤回归创业
奖励补贴政策，破除宅基地、医保、创业等
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

“我们要给回乡发展的乡贤搭建干事创
业的平台，还要让他们留得下、用得好。”
刘木华认为，政府部门也要加快补足乡村
交通、卫生条件等方面的短板，为乡贤与
乡亲们建设秀美乡村打牢基础设施的硬件
平台，让他们能更好地投身家乡建设，推
进乡村振兴。

“要加大‘新乡贤’的宣传力度，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
退休人员以及从村中走出的‘能人’‘达人’

‘贤人’回乡造福。”麦康森说，乡村振兴呼唤
更多“归雁”，而鸿雁归巢，必将带动乡村长远
发展，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

呼唤“归雁”
本报记者 朱 婷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 音 无 改 鬓 毛 衰 。” 乡

风、乡愁、乡恋、乡情，

浓郁的乡土文化是国人内

心最深沉的寄托。

新时期如何创新乡贤

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

带，吸引各方贤士助力乡

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成为当下一个引人关注的

重要议题。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
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
自乐……这是《桃花源记》中描绘的理想中
的中国乡土村落景象。

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
滋养城市社会的丰沃土壤，其发展走向一直
是左右“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在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不断遭到侵蚀，
乡土受到严重冲击，在乡村伦理生活中能起
到身教言传之效的乡贤群体愈加稀缺。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先生在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就已敏锐地指
出，乡村人才的大量流失打破了中国传统

的“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而他们
回不了家既是“不愿”，也是“不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借助新乡贤
这一群体，推动乡村振兴，重塑乡村文明，
让广大农村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留
得住一份乡愁，值得我们思考。社会贤达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传播者、
守护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正面作用,这正是当下农村呼唤乡贤“回
归”的意义所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亿万农民走向城
市，融入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

国际化，其中成千上万的人成长为新乡
贤。如今，乡村振兴战略为新乡贤创造了
更广阔的舞台，也让人们的乡愁得以安
放。在新乡贤身上，集合了传统和现代、城
市和乡村的要素和文化融合，结合了工业
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优势和联系，他们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上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在外面“出
息”了的乡贤，愿意回到家乡，反哺家乡，为
乡村建设尽一臂之力。

“出则兼济天下，归则回报桑梓。”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

失常中心原主任张澍发出了这样的倡议：
“乡村振兴发展，时不我待；美丽乡村建设，
你我有责……诸位委员乡贤们，让我们行
动起来，做好乡贤，回报家乡，那里有我们
的兄弟，有我们的姐妹，有我们的父老乡
亲。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让我们一
起回报家乡，一起助力乡村振兴。”

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追寻乡贤足迹，
厚植家国情怀，是不容忽略的一课。乡贤
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
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
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
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新乡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正在凸显。各级政府应当更加重视新乡贤
的作用，厚植乡土文化，探索建立壮大新乡
贤群体机制，激发他们回乡建设的热情。让
新乡贤们既“愿”回家，也“能”回家，为乡村
振兴凝聚强大能量。

兼济天下，造福桑梓
本报记者 朱 婷

从湖南省长沙市区出发，驱车不到1
小时就到了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盛夏的
绿荫之中，道路两边是青瓦白墙的农家小
楼，湖面上倒映着游人身影。

开慧村，是杨开慧烈士的故乡。这里
原本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经过近些
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
文化示范村。

面容清癯，声音洪亮，谈笑之间以
“开慧村民”自居、年近古稀的朱有志，
已经在湖南省长沙县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的岗位上工作了13个寒暑。

“我这个‘村官’是讨来的。”2009年
岁末，时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
组书记的朱有志，主动向组织申请，当
上了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来开慧村之前，朱有志主要从事经济
哲学、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社会管理等
领域的理论研究，曾主持、参与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研究课题。在担任湖南省社科
院院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期间，朱有志的
理论研究工作多次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
策参考。

“原来我在大学和社科院工作时，领
导的是知识分子，现在领导和服务的对象
是农民。”朱有志坦言，由于文化差异和
经济结构等原因，农民有些话听不懂、听
懂了做不来、做来了做不好、做好了最后
没效益。

“跟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他们厌恶
的是你看不起他，烦你摆知识分子的架
子。这就要求我和他们一样去干农活，要
放得下架子、弯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
迈得开步子、挣得了票子。”朱有志表示。

2014年，朱有志主导“开慧大道”
立项。开工时，有些村民不理解，不仅反
对还骂人，甚至有人背地里说“滚出开慧
村！”但朱有志继续为开慧大道的修建在省、市、县、乡、村来回
跑，四处筹措资金，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实施自筹、自建、自用、自
管，做了大量群众工作。

2017年，长度3.8公里，连通开慧镇与弼时镇，打造杨开慧纪念
馆、任弼时故居、缪伯英故居“三点一线”跨区域红色旅游干线的开
慧大道开慧段正式通车。道路的开通，方便了村民的日常出行，为发
展红色旅游打通了交通“命脉”，来开慧村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
更为招商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朱有志理解老百姓的“不理解”：“有些是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
好，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感情疏远了，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憋
了一肚子气。村干部缺乏与农民的交往、交流、交心、交谈，这就要
理解、关心农民，找到我们工作的差距。”

如今，在朱有志和支村“两委”、乡贤、乡村人才、致富带头人
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下，开慧村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成立了集
体经济合作社，村民入合作社后，土地统一流转给合作社，成立了农
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并在每个合作社成立了党小组。“把合作社做
强，农业自然强，村级集体经济就有支撑。”

在开慧村，朱有志结合实践，探索乡村治理的“四自模式”和
“双向耦合、四层协力”模式，解决了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矛
盾问题。

对于村民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找村干部办事方便了，对党的政
策、中央的精神更了解了。朱有志提出，把村里的党建工作做好，其
他工作才有坚实基础。在村里把党联系群众的制度构建起来，才能打
通党建工作的“最后一百米”。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毛泽东曾写下深情的诗
句，怀念其革命伴侣杨开慧。

朱有志重视的另一件事儿，就是弘扬“开慧精神”。他说，“开慧
精神”即“忠于信仰的革命精神、勤于学习的科学精神、乐于助人的
利他精神、敢于开拓的拼搏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
贯穿了杨开慧同志短暂的一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开慧村村委会委员缪亚林眼里，朱有志是一位“工作狂”。“到
开慧村以来，他除了在长沙开会、调研外，其他时间几乎泡在村里，
有时为了研究村里的工作，经常开会到晚上11点多钟。村里的干部
刚开始还不适应，现在都习以为常了。”缪亚林动情地说，一位退休
的正厅级干部，为了开慧村的发展，一不拿村里的工资，二没有任何
补贴，如果不是和他共事这么久，还真让人难以相信。

当了厅官又当村支书，有人开玩笑，说他“能说洋话（英语）、
会读古文、敢打官腔（作报告）、爱讲土话”。朱有志对这一评价颇为
欣慰，“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有时代情结，想为党、为人民群众
多做点实事。”这些年，担任村第一支书，他和村民一起下地打稻，
一起修路架桥，一起流汗流泪，真正和村民有了感情。

在开慧村村部朱有志的办公室，有厚厚一摞笔记本，扉页上写着
“开慧村语”，这些日记，记录了他从2009年担任开慧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以来的经历和思考。这些年，他婉拒了民办本科高校和企业200
万元年薪的聘请，把自己定位为“当好村民经济发展的智库”，一心
一意干起了“村官”。

今年初，他被评为2021年“感动湖南”年度十佳人物。不久
前，长沙县首届社会贤达推选结果发布大会举行，他被推举为“十
佳”社会贤达之一。皮肤晒得黝黑，微信名也早改成了“开慧村
民”。朱有志表示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农业农村问题常搞
常新。”

“从这些年来的工作情况看，广大农民对党是热爱的，对基层党
组织是信赖和支持的。眼下，我们村一二三产业联动的生产体系已经
形成，未来还将有很多探索。进一步发展好村集体经济，我有信
心！”朱有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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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近日近日，，龙溪村纪检监察干部和党员龙溪村纪检监察干部和党员、、乡贤乡贤、、村民村民、、妇女代表组成议事协商小组妇女代表组成议事协商小组，，讨论讨论““未来乡村未来乡村””系统建设投入运行以来的使用系统建设投入运行以来的使用
情况及意见反馈情况及意见反馈，，并对下一步需要增加板块的布局及内容进行讨论并对下一步需要增加板块的布局及内容进行讨论。。

从从20212021年开始年开始，，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龙溪村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龙溪村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工作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工作，，建立建立““田园议田园议
事会事会””和奖罚机制和奖罚机制。。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在杭州市湍口镇三联村，新乡贤代表、党员志愿者方刚（中）在乡贤
工作室的直播间和其他乡贤一起直播推介农特产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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