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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樊振东在比
赛中庆祝。当日，在巴黎
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
中，中国选手樊振东4比1
战胜瑞典选手莫雷高德，
夺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樊振东夺得金牌

本报讯（张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鲁明）今年以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
区聚焦“八个美丽”，夯实乡村组织人才基
础，以“美丽党建”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
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安宁区积极探索建立村党组织书记
“能进能出、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
不断健全完善后备干部库，持续储备优
秀后备力量，努力构建“头雁领航、群雁
齐飞”的雁阵效应；坚持以实干论英雄、
凭实绩用干部，选优配强镇村干部队伍；
精准分析研判村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
培养储备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选，全覆
盖培训镇村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
全力推动“老书记工作室”建设，定期开
展专项培训和个性化带教，引导老书记
带新书记在思想上“领”，在经验上“传”，
在难题上“解”，充分发挥老书记的传帮
带作用。

安宁区扎实开展农村基层党建全面
过硬行动，强化“书记带强党员，党员带
动群众”链条；严格按照“先锋指数”评价
考核机制，根据各领域党员特点，持续推
进做好季度评价，引导党员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程序
关，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开展党建

实效大比武、党组织书记上擂台活动，通
过比武打擂、交流经验、亮牌考核、督导
检查等方式，抓实抓好“细胞、头雁、先
锋、强基”四大工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
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的主角意识、主动
精神，引导党员在产业培育、基础建设、
基层治理等战场攻坚克难，从“要我干”
向“我要干”转变，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

着眼“兰野文旅”“十里桃乡”乡村振
兴示范带建设，安宁区通过建档立卡摸清
联系乡村人才，培育挖掘“新农人”“田秀
才”等230余名。围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
需求，该区组建党建引领、技术指导、决策
咨询等“安宁英才”服务团 6个，按需施训
解决技术难题31个，助力村集体经济消薄
倍增提质；注重青年人才培养，开展农业
技术、医疗技术等现场调研和培训讲座；
把“课堂”办在田间地头，立足本地农业产
业特色，结合农民实际需求，经常性邀请
甘肃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技术专
家开展田间技术培训、指导与服务；扎实
开展“一亲三心”活动，建立落实乡村人才
问需、问策、解忧“两问一解”制度，真正让
人才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甘肃兰州市安宁区：夯实乡村组织人才基础

□□ 曹晰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为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农行云南省分
行进一步延伸县域金融服务触角，通过移
动金融服务车、移动 PAD、机动服务团队
等形式，将农行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全
力做好个人金融、金融知识普及、农户贷
款等民生服务工作。

今年年初，农行昭通分行抓住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的“黄金期”，提前在新媒体
平台发布移动金融服务车服务时间，并深
入10多个乡镇、街道开展全覆盖式金融服
务，日均服务群众 80余人次，累计办理社
保卡相关业务超2500笔。

在家门口办完社保卡业务后，曲靖市
鲁甸县乐红村村民不停地称赞着送服务
上门的农行工作人员：“你们农行这个移
动服务车真不错，直接开来我们村里办业
务，帮我们省了好多车费！”

像农行这样的金融服务下乡活动，
真正为老百姓打造了家门口的“移动银
行”，切实解决社保卡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农行云南省分行还建立了应急上门
服务机制，为行动不便老人特殊群体、工

地农民工等急需办理业务又无法及时到
网点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2024年以来，
累计为行动不便老人上门服务 1260 余
人次。

最近，农行丽江华坪支行的工作人员
带着一位姓周的老人，赶赴50多公里外的
攀枝花市攀钢医院护理院进行了上门核
实，为的是帮助老人的老伴解决社保卡异
地无法使用的问题。在核实清楚情况后，
农行工作人员又带老人返回丽江顺利办
理了业务。

“感谢你们及时帮我上门办理业务，
她的社保卡用不了把我急坏了，工资和补
助支付医疗费用都在卡里，正等着缴费
呢，真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陪护在攀枝
花市攀钢医院护理院的老人激动地对农
行工作人员说。

除了社保卡、银行卡支付结算等业务
外，农行云南省分行还组建移动服务团队
送贷上门，将纯信用、低利率的农户贷款
送到田间地头，解决农村地区百姓贷款
难、贷款贵等难题，用源源不断的“金融活
水”浇灌百姓幸福生活。

据了解，2024年1月至6月，该行持续
坚持送贷上门，累计为农户上门办理农户
贷款95万笔、金额570亿元。

农行云南省分行：服务送上门 真情暖人心（上接第一版）
崮上草原打完卡，“桃花海”也是岱崮

镇一景。作为“中华蜜桃第一镇”，每年的4
月，桃花芬芳、桃园入画，崮乡如临人间仙
境、美轮美奂，满山盛开的桃花也充分展现
了“崮秀天下，世外桃源”的县域品牌形象。

除了丰富独特的山水生态，3000 年琅
琊，文化底蕴深厚。战争年代的“红色文
化”、诸葛亮的“智圣文化”、王祥卧鱼的“孝
圣文化”、银雀山的“兵圣文化”、王羲之的

“书圣文化”……在临沂，多元化的“文化软
实力”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硬优势”。

临沂有山有水有灵气，有史有圣有文
气。近年来，临沂立足自然禀赋和人文条
件，推进一体化改造、链条式发展，充分挖
掘和释放“乡、水、山、城”资源潜力，推动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2023年，临沂市文旅
产业增加值553亿元，占GDP比重9.1%；年
接待游客 830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76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45%、69.56%。

文化“书写”融合新篇

铸字、检字、排版、印刷……日前，在沂
南县竹泉村旅游度假区的“时光印记”活字
印刷体验馆里，游客争相尝试操作铅字模
块，在这里，古老技艺的4道工序化繁为简，
体验感十足。馆内，活字印刷“叮叮当当”；
馆外，民俗展演“吹吹打打”。红盖头、手推

车、配嫁妆，欢乐的气氛让在场的游客也想
参与进来，有的蒙上红盖头扮演新娘，有的吹
起“唢呐”扭起来，有的展示起推小车的技术。

民俗文化在文旅融合发展中搞得风风
火火，遍布沂蒙大地的红色文化在山乡沃
野间也有了新玩法。在沂南县红嫂家乡旅
游区，一群游客正在体验景区推出不久的
沉浸式演艺项目《临沂往事》，一张张精巧
的“通关锦囊”上，写着有趣的临沂方言。
游客根据“通关锦囊”的指引，和景区内的
演员们一起翻面单（手工翻绳游戏）、扭秧
歌，或是在煎饼坊亲手摊一张煎饼，然后送
给“八路军战士”当“军粮”。红嫂家乡旅游
区总经理薛贵翔介绍：“我们将很多与红嫂
相关的故事融入体验项目，推出后受到了
游客的好评。”

近年来，临沂深入挖掘当地红色文
化、非遗文化、民俗文化，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在文艺精品创作、公共服务提
升、非遗传承保护、全域旅游发展等重点
领域，着力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在推动红色旅游方面，临沂制定出台
《临沂市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条例》《临沂
市红色旅游促进办法》，建成“红色沂蒙”智
慧运营平台，已有 100余家同业机构入驻。
同时，将以沂蒙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融
入旅游产品、旅游景点、旅游线路和旅游活
动，先后提升A级以上红色景区27家、红色

旅游特色村 30余处，建设红色驿站 7处，打
造《沂蒙四季·红嫂》《妇救会》《河湾情》等
多部沉浸式红色小院演出，推出“亲情沂
蒙·红色之旅”“跟着歌声游沂蒙”“重走拥
军路”等精品旅游线路，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活力彰显。2022年，临沂市入选全国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试点。

全域“共绘”山乡新景

去年，央视《对话》栏目捧红了沂水县
院东头镇西墙峪村。今年“五一”假期，这
个红色小村果然成了周边游客乡村体验游
的“首选之地”。

其实几年前，村党支部书记王成成就
看中了文旅发展前景。“我们村既有绿水青
山，又有红色文化资源，搞体验游是最合适
的。”4年时间，王成成抓住机会，探索出红
色文化和旅游休闲融合的西墙峪村变身攻
略：坚持党建引领，以合作社为平台，争取
各类资金打造亲水平台、木栈道、工艺墙、
景观坝等，盘活闲置宅基地建设精品民宿，
由专业团队负责经营，村民除了保底的租
金收益，每年还能拿到5%的分红。

“在村里发展文旅，最重要的就是让村
民能赚到钱。”王成成鼓励有能力的村民返
乡搞农家乐，没手艺的号召他们进民宿打
工。返乡创业的“张家大院”农家乐负责人
张德法说：“我的农家乐碰上节假日，一天接

待游客用餐 40多桌，一桌售价是 300～400
元，年销售突破30万元很轻松。”

西墙峪村来客不断，青山绿水“淌银”，
农民的荷包里装满了文旅兴旺带来的红
利。毗邻沂水的莒南，当地文旅产业也“激
活”全县域发展的一池春水。去年国庆，大
店镇四角岭村的“美丽中国梦、稻香四角
岭”稻田画成了网红打卡地。“地势平坦，土
壤肥沃，村里适宜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
村党支部书记耿洪强说，“2016年，超级杂
交稻试种项目就落户于此。2019年，村里
种植的超级稻平均亩产达 1147.1 公斤，打
破了中高纬度世界纪录。去年 6月，‘超优
1000’超级杂交稻又顺利在此发芽。”

庄稼地里卖“风景”，已成四角岭村新
的经济增长点。游客登上观景台，俯视200
余亩的稻田，水田为卷，秧苗为笔，丰收的
粮囤、成熟的稻穗、规划整齐的村庄，一幅
美丽的乡村丰收图映入眼帘。

借着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东风，临沂全
域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临沂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主线，大力实施

“百千工程”，加大乡村硬化、绿化、亮化提
升力度，深入推进河道整治和水系连通等
工程，逐步实现了从一域美到全域美、一时
美到持久美的华丽转变，蒙山沂水绽放时
代新颜，越来越多的临沂农民在家门口吃
上了“旅游饭”。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湛蓝的天空映衬着高原的江河，洁白的雪山滋养无垠的牧场，又是一
年高山流水萦绕着牧歌的时节。近日，一年一度万众瞩目的“潇洒的康巴
人”——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成果非遗巡演在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如期上演。

伴随着欢呼声与锣鼓声，巡演由玉树市赛马协会百人百骑组成的玉
树马术方队率先在结古大道上惊艳亮相，引领着玉树市、杂多县、囊谦县、
杂多县等8个各具特色的方队，共计29支队伍参与巡游，全程历时一个半
小时。当日结古大道两旁人山人海，近两万名群众、游客簇拥着近两公里
长的巡演队伍，整条街道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头戴“英雄穗”，身穿民族服饰的康巴汉子骑乘骏马组成的“中国藏
族马术之乡”方队率先登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玉树作
为一个承载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地方，其马术文化源远流长，玉树
赛马会作为传统的体育活动，距今已有 1300多年的历史。随着玉树赛
马会的世代相传，它已经成为了玉树地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动，
作为这一文化的重要部分，不仅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马术技艺，向世人展示了康巴人独特
的“速度与激情”。

高大威猛的康巴汉子、悠扬动听的藏族山歌、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
巡演现场，随着玉树马术方队、康巴汉子方队、伊舞方队、格萨尔方队、藏
族弹唱方队、格仲服饰方队、游牧方队、玉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
队等逐一登场，宛若一幅缓缓展开的绚丽文化画卷，带领观众穿越时空的
长廊，沉浸式沿着唐蕃古道，走了一遍公主之路，听了一曲山歌悠扬、看了
一次伊舞豪迈……

不同于以往，此次巡演还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海南州
民族歌舞团、“文成公主-玉树印记”大型舞台剧、玉树足球等巡演队伍，
为非遗巡演增加了新“亮点”。同时，也充分展示玉树这片土地自古
以来作为“唐蕃古道、进藏咽喉”，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和文旅融合的多元人文魅力，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玉树拥有风光秀丽的草
原美景、人文风光及各族特色服饰,文化底蕴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
渥,被誉为中华水塔、万山之宗、歌舞之乡、牦牛之乡,拥有三江源国家公
园、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实验区等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

“不仅是对玉树深厚文化底蕴的一次精彩展示，更是对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
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的一次生动汇报。”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巡
演让大家看到了玉树在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成就，也坚定了对未来
玉树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信心与期待。

□□ 韦天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加油！加油！加油……”日前，
2024年中国百城桨板公开赛（安龙站）开
赛，响彻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安龙县万峰湖镇坝盘村上空的一阵阵
呐喊声，为来自广东、上海等地 120多名
桨板选手助威鼓劲，南盘江清澈的水面
上桨逐浪奔……

这场“盛会”吸引 3000 多名游客在
领略南盘江“十里小三峡”奇峡幽谷风
光中，感悟布依族“八音坐唱”、古法造
纸工艺、古朴典雅布依族民居“吊脚楼”
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感受中华多
元文化交融的魅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里乡村旅游从“落寞”到辉煌的精彩

“蝶变”，凝结着干部群众智慧、心血和
不懈努力。

古寨文化迸发新活力

坝盘村，镶嵌在万峰湖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里，“藏”着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布依族“八音坐唱”，有古法造
纸工艺、布依族民居“吊脚楼”等优秀传
统文化记忆，有南盘江“十里小三峡”奇
峡幽谷风光、1000余棵浓荫蔽日古榕树
群、两公里沿江青翠蛮竹带、2600亩天然
林……被誉为贵州版“马尔代夫”。

坝盘村多数人家祖籍江西，有600多
年历史，现有 148 户 635 人口，布依族人
口占 99%，加上各民族间通婚，布依族、
壮族、汉族等民族和睦相处，早已成为各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典范。

我国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蔡侯纸”

造纸工艺，明初传到坝盘，因原始设备造
纸方式效益低濒临失传。2021年初有了
转机，驻村第一书记张硕争取到民进中
央支持，投入 15万元实施古法造纸改造
项目，让“老树发新枝”，29户造纸户均年
收入2万多元。

布依族古民居“吊脚楼”，采用依山
而建、随形生变“天人合一”构造手法，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惜它在风雨飘摇中渐渐破烂而濒临消
失。2020年至 2022年，民进中央引进投
资商投资400多万元，县里争取项目资金
240 万元，及时抢救性修缮 15 栋、改造 3
栋，保留其原汁原味古建筑风格。

“村里有32人能奏唱‘八音坐唱’。”村
党支部书记陈启仁说，“八音坐唱”是布依
族代代相传的一种民间曲艺说唱形式，用
牛骨胡、葫芦琴、月琴、刺鼓、箫筒、钗、包
包锣、小马锣等乐器合奏，旋律古朴、流
畅、优美，曲目有《敬酒歌》《择偶歌》等40
多个，涵盖敬老爱老、热情待客、勤劳持家
等内容，后来增加“感党恩”内容。

同时，村里以《村规民约》约束和宣
传教育方式，保护古法造纸设施、布依族
古民居“吊脚楼”建筑及古榕树群、蛮竹
带、天然林。

村里文化“根脉”正迸发新活力、孕
育新希望。

筑牢文旅融合基石

坝盘乡亲的先祖世代刀耕火种、土
里刨食，穷苦日子亘古不变。改革开放
后，乡亲的生活才渐渐好转。

可是村里仅有 220 余亩耕地，主要
种水稻、玉米等粮食，设施建设滞后、
缺乏支柱产业……2013 年人均收入不

足 2300元。
2014年，坝盘村被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七
部委明确为全国首批2000个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

2015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贵州调研，希望贵州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守住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
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
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国家部
委的关怀支持，给坝盘村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这年 9月以来，民进中央先后选派 5
名优秀共产党员接续任驻村第一书记，
开展帮扶工作。

民进中央邀请专家“合计”，制定《坝
盘村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依据其实施项
目建设。民进中央通过协调项目、招商
引资等方式支持，实施古法造纸改造项
目，修缮改造布依族古民居“吊脚楼”、4
公里通寨路、2.8公里旅游观光线路、600
多平方米民族文化广场、支持120名乡亲
外出务工……2019年退出国家级贫困村
行列，开启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衔接新征程。随后，民进中央等多
部门接续倾力支持坝盘建旅游码头、环
寨公路……筑牢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基石。

5位驻村第一书记，接续用心用情帮
助该村打造“村党支部+党员示范户+农
户”党建引领模式，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等载体，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
开展“数坝盘变化·感恩共产党”感党恩
教育等方式，增强乡亲对伟大祖国、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引导其树立文明新风。

“5位书记‘利甲息’！”71岁老人陈朝
海说。布依语的“利甲息”，意思是“好
得很”。

开辟深度融合发展“新赛道”

“怎么才能让乡村旅游火起来呢？”
万峰湖镇党委、政府以及坝盘村“两委”
的干部上下求索。正踏破铁鞋无觅处
时，灵感竟来源于偶然。

2023年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
会在黔西南州举办，而桨板体验活动于9
月 16日在坝盘村举行，活动吸引 2000多
名游客来旅游观光。

看到“盛况”，镇村干部萌生办赛事
带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念头，并争
取到民革中央等多部门支持，国家体育
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确定在坝盘村举
行2024中国百城桨板公开赛（安龙站）。

今年3月初以来，万峰湖镇紧锣密鼓
筹办赛事，为乡亲们增收带来商机，开辟
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赛道”。

“每周能赚3000元左右，比平时赚得
多了不少。”经营“农家乐”的王超武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村里 4 家“农家乐”、18 家桨板运动
公司、3家亲子游乐服务公司、82个服务
摊位应“赛事”而生……全村户户凭借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现增收。

“未来，我们将借鉴‘村 BA’‘村超’
赛事成功经验，打造‘村板’等品牌赛
事，让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新
赛道’成为乡亲们通向共同富裕的‘快
车道’。”万峰湖镇党委书记刘万金信心
满满。

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赛道”，看贵州安龙县坝盘村——

布依族古寨的精彩“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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