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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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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尽管新乡贤们已在涵养乡风、促进
和谐、发展产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如果对新乡贤的机制进一
步完善，其作用还有更大的发挥空
间。

例如，不管是培育致富增收项
目还是调解矛盾纠纷，目前更多是
基于公益和慈善方面的自发行为。
如何使这种涓流长久可持续？

今年，永川已在这方面进行了
尝试。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需要扣
好的“第一粒扣子”，该区以新乡贤
中的致富能人为主体，组建了永川
区新乡贤扶贫团，使之在脱贫攻坚

中发挥独特作用。
新乡贤扶贫团共有300多位团

员，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永川为其
设计了“1+5”的扶贫模式，即：成立
一个基金——新乡贤扶贫团扶贫资
助基金；开展爱心济困、扶贫宣讲、
致富带动、创业引领、就业促进五大
行动。

“基金重在帮扶救困、解难救
急。”扶贫团团长曾庆玖介绍，如果贫
困群众遇到重大疾病、重大事故等突
发变故，政策渠道又不能完全解决其
经济负担时，新乡贤扶贫团可以启用
扶贫基金进行解决。专项扶贫基金
自发起以来，目前已筹集基金20余

万元，正面向社会征集受助对象。
在其他方面，新乡贤们也积极

作为，比如反哺农村、农业，创建各
类农业生产经营实体。这些实体就
在群众家门口，让群众可就近就业。

新乡贤扶贫团成员徐显悛曾是
一位“煤老板”，在产业转型的大背
景下，他借力永川茶产业发展东风，
在金龙镇灯坪村成立了生态农业科
技公司，种植生态茶叶，建设全链条
茶叶生产及品鉴营销基地。其茶园
常年吸纳了7户贫困群众就近务
工，平均月工资2000元以上。

“我们还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制
度设计，激发新乡贤在扶志与扶智、

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方
面的潜力，并为其工作
提供相关保障，加大对
新乡贤先进事迹的宣传
力度，树立正确的舆论
导向，营造良好氛围。”
永川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稳
定，既靠物质力量，也靠精
神力量，乡贤是家乡的守望
者和乡土精英，乡贤文化蕴含
着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永川
将进一步评好乡贤、学好乡贤、
用好乡贤，使之成为基层治理
的重要力量。

见贤思齐 让新乡贤发挥更大作用

□颜安

采访过程中，永川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乡
贤就是“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群众信得过”的
人，由于新乡贤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
有时候他们说的话，比干部还管用。

既然新乡贤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选好、管好、
用好新乡贤的责任也更大。

首先，在选人方面，要坚持严格的标准。能称得上
“贤”者，必然有德行方面的高要求。评选新乡贤，应该
首先把贤放在首位，选出的新乡贤应在政治素质、发展
经济、自身修养等方面有过人之处。唯有如此，选出
来的新乡贤才能服众，才具有真正的“榜样价值”。

其次，管理方面，党委政府要增强主动服务意
识。如果新乡贤无法很好地融入当地人情结构中，
其威信就无法树立起来，引领示范作用就无从发
挥。因此，基层党委政府要增强主动服务意识，既要
通过宣传和教育，引导新乡贤正确发挥作用，也要为
其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条件，确保新乡贤有

“用武之地”。
最后，要高度重视乡贤文化的挖掘和打造。培

育新乡贤文化也是引领乡贤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将乡贤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顶层设
计和整体规划中，及时将乡贤文化元素、文化脉络纳
入精神文明建设中，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与乡贤文化美美与共、共生共荣的和谐
局面。

如何选好、管好、用好新乡贤

在永川在永川，，有一支乡村振兴的民间有一支乡村振兴的民间““智囊团智囊团””
秋分后，农事渐少。永川区青峰镇凌阁堂村村民何天鸿却忙碌依旧——对接市场销售、调解群众纠纷、制定来年生产计划……
在村里，何天鸿有双重身份：一是凌阁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二是凌阁堂村新乡贤。前者是他的职业，后者则是他参与公益事业

及乡村治理的平台。
在永川，像何天鸿这样的新乡贤有1063名，他们活跃在乡村发展大舞台上，他们以优秀品行为基础，利用人熟、地熟、村情熟等优

势，在产业发展、道德引领、矛盾调和等方面大展拳脚，成为了当地乡村振兴一支强有力的民间“智囊团”。

乡贤概念，古已有之。
何为“乡贤”？《汉语大词典》的

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有
学者将之定义为，乡土社会中那些
德才兼备、知书达礼且在当地有较
高威望的人士。

“乡贤都是村里的能人、达人、
带头人，肩负着引领社会风尚、调处
矛盾纠纷、反映社情民意、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重任，
在农村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对推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永
川区委宣传部部长赵德明说，目前
农村的“空心化”现象突出表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大批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
镇，导致人口空心化；二是农村老

人、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空虚，留守儿
童无人照顾等难题日益凸显；三是
传统乡村文化发展断层断代导致文
化空心化。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永川在不
断调研、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
一条道路：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发
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
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
风。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
引和推动乡贤回乡，用其学识专长、
创业经验反哺乡亲，助力乡村振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
厚。”一个国家如此，一乡一村亦如
此。进入新时代，乡贤工作迎来新
的春天。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
纲要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
用”。

永川乡贤辈出，遍布各行各业
各地，如何发挥好他们的作用，至关
重要。

“新乡贤的标准要顺应时代发
展，我们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
变化，明确提出新乡贤是‘有威望、
接地气、能带头、起作用’的草根群
体、民间力量，把‘遵纪守法、品德良
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群众公认’
作为遴选新乡贤的标准。”赵德明介
绍。与此同时，评选对象突出多元
化，既有发家致富带头人，又有善管
理、懂市场的经营能手；既有一心为
民、公道正派的老党员、老干部，又

有热心公益、扶危济困
的热心人、好心人。

通过院坝会初评、
村民代表会评议、初评
候选人公示、镇街复核、
相关部门评议、正式候选
人公示、镇街认定等七个
步骤，永川选出了各类新乡
贤1063名。

有了队伍，还得有施展才能
的平台。永川按照乡贤兴趣爱
好、能力特长、资源优势，分别组
建“乡贤智囊团”“乡贤创业团”

“乡贤民情团”“乡贤宣讲团”“乡
贤陪审团”“乡贤调解团”“乡贤反
哺团”等，引导新乡贤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作用。

古为今用 永川崛起新乡贤队伍

2008年3月14日，何天鸿随着
三峡移民大军，从万州搬迁到永川
区青峰镇凌阁堂村州家园村民小
组。从山区搬来的他，看到平整宽
阔的土地适宜发展机械化耕种，便
率先在青峰镇成立了凌阁农机专业
合作社。

刚开始，合作社服务面积只有
几十亩，通过承接社会化服务，逐渐
扩大到两三千亩。事业小成，加上
为人厚道，何天鸿先后被群众选为
青峰镇人大代表和永川区新乡贤。

“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群众
的信任，我要用实际行动来回馈他
们。”

除了农机服务，何天鸿还流转
了土地种粮食，用工需求多。一方
面，他雇佣有劳动能力的建卡贫困
户到地里务工，如贫困户杨中奎的
妻子就负责粮食补栽、松土、除草、
挖沟、播种高粱等工作，除了每年给
付其稻谷外，何天鸿每月还付给她

1000多元工资。打工期间每天能
免费午餐，杨中奎再自己喂点鸡，一
家人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

另一方面，对那些没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何天鸿免费为其全程耕
种收割，农户只需晒干粮食装仓。
贫困户杨胜盈瘫痪在床，去年他家
田里没水无法插秧，何天鸿的粮食
收获后就给他送去了稻谷。

中山路街道望城村新乡贤陈吉
友是个热心肠，谁家有事都喜欢找
他帮忙，村民们都称他为“陈大
哥”。陈吉友本来流转了一片土地，
但因村道建设需要，地被占用修公
路。陈吉友不仅没有怨言，还主动
捐款11万元。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贫困
户夏中权失业在家，请陈吉友帮他
谋出路。陈吉友想到自己租赁出去
的土地上有一家下料管厂，便将夏
中权介绍过去务工。为此，下料管
厂的业主开出了条件——这两年你

不能涨租金！
陈吉友考虑良久，答应了下

来。经过简单培训后，夏中权在下
料管厂上岗，每月工资有3000多
元，他逢人便说：“陈大哥亏待了自
己，帮了我大忙。”

永荣镇子庄村村民刘扬喜年
近八十，是一名退休教师，被评为
新乡贤后，他更是以身作则教化乡
里。前几年，由于资金短缺，村里
有3个村民小组的毛坯路一直没
有修好，刘扬喜不仅自己捐款
1000元，还发动两个儿子分别捐
款5000元、1.5万元。在他的带动
下，村民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很快将道路修好，约800名村民因
此受益。

除了扶贫济困，不少新乡贤在
乡村治理、矛盾调节方面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

凌阁堂村有一件扯了十多年
的纠纷，两农户为争檐沟争土地，

不时闹矛盾。何天鸿多
次把双方叫到一起座谈，
摆道理、讲感情，还从自己
流转的土地中划出一块给其中
一方，终于化解了这持续多年的矛
盾。

资料显示，近几年来，永川
1063名新乡贤先后培育出致富
增收项目200余个。发挥乡
贤资源优势，先后为公益
事业捐款1.25亿元，修筑
村道400多公里，为乡亲
办助困、助学、助医等好
事实事3000余件，开展
志愿服务2万余场次，
同时充分发挥乡贤人脉
优势，及时收集梳理群
众所需所急所想，帮助解
决群众合理诉求……

这些乡贤带领乡亲们
“富口袋”又“富脑袋”，给乡村带
来了新变化。

释放能量 新乡贤服务乡村建设与治理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记者手记】

高标准“选贤”，从能力、品德、
贡献、群众认可等多个维度制定新

乡贤标准，把符合标准的本地人、新本地人、在外本
地人纳入新乡贤范畴。通过党建引领，建立“党委统
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统战部门牵头协调”的乡贤
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会商会办新乡贤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形成工作合力。

广泛开展荐评工作，强化激励
机制，对为本乡本土作出贡献的各

类新乡贤典型给予褒奖，对新乡贤企业在土地、税收
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通过建立乡贤理事会等组
织，为新乡贤群体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鼓励乡贤回
乡参与乡村事务、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探索引导乡贤依法参与乡村治理，发挥乡贤在新农
村建设、化解调和社会矛盾、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中的
独特作用。广泛开展“寻找新乡贤、学习新乡贤”活
动，组织创作一批反映新乡贤文化的文艺作品，讲好
具有地域特色的新乡贤故事。

举办新乡贤公益创业大赛，
通过“公益启动、乡贤推动、社会

联动、文化驱动”，配备金融、媒介、文创等支撑体
系，实施一批推动农村文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的公益项目。目前已确定了第一批新乡贤公益创
业项目 130 个。此外，各村根据实际与新乡贤加
强联系、优化服务。在县市级层面，从制度架构
上，为新乡贤打造干事创业的平台。

通过“单独组建、多村联建、
跨村联建”方式组建村级新乡贤

理事会，立章程、明责任、建台账，赋予新乡贤知情
权、建议权、监督权；采取选拔一批回乡担任村干
部、推荐一批担任“第一书记”、聘请一批担任“振
兴顾问”、发展一批成为党员等办法，依托新乡贤工
作室、新乡贤工作站，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引
领发展。 记者 颜安 整理

全国各地
发挥新乡贤作用的好做法

【他山之石】

▲新乡贤何天鸿（左）与合作
社社员们签订协议。

（永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新乡贤陈吉友（右）收到村民
送来的锦旗。

通讯员 彭小红 摄/视觉重庆

▲遇到邻里不和找上门，新乡
贤陈久述（右）总会与他们摆谈，顺
便普及法律常识。

通讯员 钟淳厚 摄/视觉重庆

▲400多个花椒种植户的花椒销
售不出去，新乡贤赵明财按市场价及时
收购，减少农户的损失，受到群众称赞。

通讯员 吴玉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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