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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三农号

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 郭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春风初度时，贵州省开阳县苗乡迎
来了阔别3年的民俗节日，浓郁的苗族风
情、精彩的斗牛比拼、多样的民俗活动让
苗族文化风情街上人头攒动，苗乡群众
的笑声夹杂着久违的人间烟火气，传达
着新时代群众生活的甜蜜与美好。

群众的幸福生活得益于开阳县的创
新发展之路。近年来，开阳县细化实施
农村党建“五五强基”工程，积极探索共
建共享的乡村发展模式，聚焦文化传承、
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积极培育乡村振
兴新动能。

文化铸魂留乡愁

正月二十五是开阳县平寨村小花苗
族的传统节日。这天，苗族姑娘王有菊
的朋友圈比以往更新得更勤，精彩纷呈
的斗牛、热闹激烈的抓鸡、独具特色的民
族舞蹈、夜幕降临时的篝火，漫天灿烂的
烟花，自家小吃摊上来往的人群……每
条动态下面都收获了很多赞，这其中，她
与舞蹈队参与民族民间舞蹈比赛的视频
动态最为亮眼。

王有菊所带领的舞蹈队平均年龄27
岁，她们的舞蹈将现代生活的片段融入
传统的芦笙跳圆舞中，舞蹈行云流水、耐
人寻味，在参赛的 30 多支队伍中喜得
头筹。

“隔了 3 年，这个活动终于又像以前
那样热闹了，孩童时候的很多画面都浮
现出来了，能全程参与我欣喜又激动。
去年我们的舞蹈队代表家乡出去参加过
好几次比赛，能把我们苗族的舞蹈带到

全国各地，我们都很骄傲！”王有菊说。
乡村要振兴文化需先行。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开阳县着重激活和
培育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精、气、
神”，结合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工作，建好文化阵地、深挖文化特
色、建强文化队伍，着重非遗传承人才的
培养，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化保护和传
承中。

“去年，我们对46个乡村文化中心进
行提升改造，组织开展了高台舞狮、蜡染
刺绣、文化下乡等线上线下文化活动103
场次。此外，2家县级非遗工坊开始投入
运营，非遗传承人侯俊英带领当地妇女
一起研发苗族蜡染刺绣挎包、披巾、围脖
等旅游商品，同步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
销售，逐步将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开阳县文化与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产业强体富群众

“下一个议程，签订《投资入股协议
书》，请各位按照前期登记的意向准确填
写认购股份和出资金额。”在开阳县高寨
村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募股会上，500多个
村民签订了协议书，募集到股本49万元。

一年前，高寨村党支部探索以“村集
体经济组织+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即

“1+1”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成立了混合
所有制公司，但当时的股东会情形却大
不一样。

“当时我们村干部动员了好几轮，给
村民解释‘1+1’模式的优点和入股的好
处，但公司刚成立，很多村民对这种模式
不了解，对产业也没有信心，会上只有包
含几个村干部在内的 8 个人签约入股。”

高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田超回
忆道。

“只要干出了成绩，有了收益，村民
自然会相信我们！”村“两委”的干部暗下
决心。他们结合村里气候、土壤、交通等
因素，选择了近几年发展较为成功的辣
椒产业作为“1+1”模式的试点，育苗、移
栽、管护、采摘、销售每一个环节他们都
亲力亲为，一颗颗辣椒苗在他们的齐心
浇灌下茁壮成长。

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分红模式大大
提升了村干部和入股村民的干劲，回引
的种植能手汤德兵、许艳等帮助攻克了
技术难关，提前与企业签订的销售合同
解决了以往“种得出来卖不出去”的难
题……2022年，高寨村除自种辣椒580亩
外，还带动附近村 200 余户村民共同种
植，并统一收购、销售，获得收入 126.8万
元，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实现收益 33.65万
元，为全村 832 户村民发放了分红，带动
200 余人就近务工，发放工人工资 20 余
万元。

“去年的成功让村民对我们有了信
心，今年争相入股公司。脱贫户刘久祥
去年入股1万元得了不少收益，今年又筹
了 5 万元入股呢！我们的辣椒苗也成了
抢手货，目前已经育好的200多万株辣椒
苗都已经被预订完了！”田超脸上满是自
豪。今年，开阳县也将在全县选取 19 个
村推广“1+1”模式，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增加群众收入。

党建凝心善治理

“你家现在得多少分了？”最近，开阳
县清江村的村民常常这样相互打听，生
怕自家的分数落后了。这个分数是清江

村村规“十条计分制”的积分。
去年，开阳县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

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率先在清江村实施
“十条计分制”，建立积分制度，将辖区村
民以户为单位进行积分考量。在积分制
度公示牌上，维护社会和谐、倡导新风文
明、不得违规办酒、不得藐视管理等10条
村规，涵盖了环境整治、孝老爱亲、移风
易俗等方方面面，这也让村党支部书记
余支亮忙得不亦乐乎。

“余支书，为什么今年村里给大家发
的合医补助款我家没有领到呢？”这天一
大早，村民张华就到村委会询问。余支
亮从积分制度公示牌上取下张华家的积
分明向解释道：“你看这里，因为环境卫
生不好被扣了分，你家的加分也不多，分
数排名靠后，村里按照规定取消了补
助。今年我们的积分奖励更丰厚了，你
们得加油赢取奖励呀！”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开阳县推
行“党建＋网格”管理，实行“部门联村、
干部下组”，构建“部门-网格-群众”三方
联动机制，加速各地村规民约的推行。
同时，深化“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
治理机制建设，建立党小组 649 个，将党
小组、党员干部、党员志愿者下沉村（社
区）网格，促进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形成

“人在网中走，事在网中办”的治理格局。
“网格员的下沉让村民反映问题更

方便了，但我们收到和处理的矛盾纠纷
却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积分制的推
行让村风文明得到很大改善，另一方
面，丰富的文化生活、稳步的产业发展、
和谐的社会环境让村民精神富了、腰包
鼓了，一心都在乐享幸福生活上，无暇
顾及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了。”余支亮如
是说。

文化兴 产业活 群众乐
——探析贵州省开阳县的乡村振兴路径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记者手记
裴逊琦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如何让
年轻人愿意来到乡村、长留乡村，
破解这个难题，既需要站高谋远，
也 要 倾 听 基 层 一 线 及 青 年 人 的
声音。

学成返乡，艰辛创业，鲁曼的经
历让她最懂乡村人才之痛，也最理

解年轻人的青春之困。过去五年，
作为人大代表，她走访了全国多个
省份的乡村，与青年人交流，了解他
们的困惑与诉求。在她看来，农村
青年人才是个难以穷尽的课题，在
新一届任期，她将继续饱含热情地
为乡村代言、为青年代言。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裴逊琦

这几天，鲁曼格外忙碌，她要抓紧去
最后几个点调研座谈，然后尽快形成相
关上会建议。如同过去五年一样，今年

她关注的目光依然放在了乡村的青年
人上。

全国人大代表鲁曼是江苏省建湖县
天和生态农业合作社理事长，也担任高
作镇陈甲村党总支书记。2011 年，26 岁

的她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和丈夫来到陈
甲村走上火鸡养殖之路。凭着肯钻研的
精神，两人的火鸡逐渐打开了销路，事业
越做越大。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她成
立了畜禽养殖合作社，带领陈甲村1/3的
村民干起了火鸡养殖，不少人收入翻了
一番。

深耕农业农村多年，在鲁曼看来，缺
少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是乡村面临
的最大难题。在担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时，她就曾建议成立乡土人才培育平
台，与高校院所进行合作，开展创业培
训，为有志于乡村的青年人提供智力支
持。为打通乡村人才“供应链”，她先后
成立“军曼学校”“乡旮旯众创空间”，为
返乡大学生、农民工免费提供电商运营、
直播带货等培训。

今年，她将关注点放在了“苏北计

划”。该计划实施十余年来，一批批高校
毕业生来到苏北基层，为教育、卫生、农
技等方面提供志愿服务。在与项目的组
织者、志愿者的交流中，鲁曼认为“苏北
计划”对乡村带来了全方位提升，但也存
在着覆盖面不广、部分人才缺口难以补
齐等现象。目前，她的《关于推动“大学
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扩容升级为全国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的建
议正在最后完善中。

鲁曼兼职江苏团省委副书记。在日
常工作与调研中，她注意到了短视频在年
轻群众中日益巨大的影响力。针对年轻
人的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她准备了“扩
大‘农村网红’影响力”“新兴业态对青少
年成长的影响”等话题。她表示：“我将始
终沉在基层，深入调研，把青年问题研究
透，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多的青春力量。”

鲁曼：沉到基层把问题研究透彻

□□ 龚洪武 赵孟 顾华夏

“我会陪你到最后一天！”说这话的是
江苏省海安高新区园庄村村民涂照凤。
现年 72岁的涂照凤 46年如一日悉心照顾
瘫痪丈夫，承担起抚养两个女儿的家庭重
担，不离不弃的人间真爱感动了周围人，
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

涂照凤与曹隆纯自小青梅竹马，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纪，曹隆纯却向涂照凤坦露
心中的担忧：他16岁那年不幸患了脊柱骨
髓炎，虽经多方医治后病愈，但医生的那
句“如果旧病复发，弄不好会致残”，久久
回荡在他耳边。曹隆纯对涂照凤说：“听
人家说，我患的这种病难除根，将来如有
不测，你会后悔吗？”望着这个即将成为自
己丈夫的男人，涂照凤的眼眶湿润了：“不
管遇到什么不测，我都会照顾你一辈子。”
1973 年春节两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
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后还育有两个可爱的
女儿。

1977年2月，曹隆纯突然旧病复发，下
肢瘫痪，他流着泪对涂照凤说：“你还年
轻，趁早嫁人吧，我不能拖累你呀!”看着两
个可爱的女儿，想到婚前的承诺和深厚的
夫妻感情，涂照凤对丈夫说：“既然当初我
们走到一起，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她带着丈夫跑遍各大医院，但都得到
无法治疗的答复。涂照凤依旧不离不弃，
每天为丈夫洗脸、刷牙、擦洗身子。她还
每天坚持为丈夫按摩两次，做手脚运动，
防止关节肌肉萎缩。

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涂照凤搞起养
猪、养羊、养鸡等副业，靠着卖粮和家庭副
业收入，供养孩子上学和丈夫吃药，日子
过得紧巴巴。有时，繁重的劳动让她累得
腰像断了一样，但她仍咬牙坚持，家庭生
活状况慢慢好转。

然而，命运不打算放过这个苦难的家
庭。1985年，丈夫和两个女儿同时患上了
甲肝。她每天走 10多公里，照顾在 3个不
同地点治疗的父女 3 人。深夜到家后，涂
照凤顾不上腰酸脚痛，又开始料理家务活
儿……谁都没想到，不堪重负的涂照凤又
一次顽强地挺了过来。

几十年来，涂照凤几乎没出过一次远
门，因为走远了，她放不下心来。许多人劝
她早点离开曹家，但涂照凤从来没有放弃
过。她说：“再难，我也会坚守，再说孩子也
不能缺少母爱！”妻子的爱让曹隆纯感到了
生命的可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涂照凤用善良和勤劳营造了家庭的
“小和谐”，促进了社会的“大和谐”。涂照
凤家多次被省、市评为“五好文明家庭”。

她！用46年谱写人间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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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脱贫成果巩固提升行动上，将重点

抓实抓好监测帮扶、重点帮扶、力量汇聚
等工作，将防止返贫监测范围提高至8000
元，对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实施“一户一策”
精准帮扶措施，加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
帮扶、市级重点乡镇帮扶和易地搬迁后续
扶持，持续打造鲁渝协作“升级版”，强化
驻乡驻村帮扶，抓好社会力量帮扶，汇聚
多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在脱贫地区与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提升行动上，着力激发脱贫地区和脱
贫群众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志气、心气、
底气。培育提升产业，因地制宜做好“土
特产”文章，实施千亿元级优势特色产业
培育，建好产业发展配套，提升产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同时，促进脱贫人口高质
量稳岗就业，确保全市脱贫人口务工就
业规模稳定在 75 万人以上。此外，加快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脱贫群众
技能素质。

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行动方面，
扎实推动千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
建行动，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稳步推进乡村建设，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

平，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力争在
今年创建10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干、发
展好、建设好’的殷殷嘱托，撸起袖子加油
干，探索出了一条集生态、康养、研学于一
体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村民的腰包越来
越鼓、日子越来越甜。”会上，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相
林说。

“以前只知道下庄是个‘天坑村’，这
次实地走访后感受更强烈。”“起伏之巨，
坡度之陡，又是峭崖绝壁，修这条路太难
了!”“下庄天路有 8 公里。在这样的绝壁
上修路，真是壮举。”出席现场会的该市38
个区、县、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人及 16 个
市级部门相关负责人，被下庄村的巨变所
震撼，纷纷感叹下庄精神的可贵。

“这就是我们把会议放在这里举行的
重要原因之一。”该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刘
贵忠说，从生存之路到脱贫之路，从发展
之路到振兴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奋
进下庄就是奋进重庆的缩影。新时代新
征程新重庆，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最大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我们希望
通过重走天路，赓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按下‘快进键’、跑
出‘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