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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碧水绿道，涓流浅滩石桥，九曲练溪、
十里画廊，描述的是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境内一
条主水系——— 好溪。无论脚步到哪，好溪滋养的
缙云人，仍然眷念着家乡的味道。缙云县对此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乡愁产业”在外遍地开花，
也吸引外乡人到此一解乡愁，走出一条联动千
家万户、“蚂蚁雄兵”式的乡村富民路。

一张烧饼一碗面

老板娘包好馅儿，伙计压扁，店主应显光一
个接一个地往烤炉里贴生烧饼，又顺手从炉子
里拿出烤熟的烧饼，用纸袋装好，拿给顾客。不
足 20 平米的烧饼店里，顾客来来往往，店员进
进出出，每个人都不得空闲。

位于杭州市学军中学大门西侧的“胖子烧
饼”，已经开了 26 年，在这所杭城名校的学子们
心中扎了根。

缙云烧饼，以面粉、鲜猪肉和梅干菜为主要
原料，制成饼坯，再经烧饼桶炭火烘烤制成。这
个地方特色小吃，600 多年来经久不衰。随着当
地人脚步扩散，醒目的“缙云烧饼”招牌店多点
开花，盛于长三角地区，远至海外市场。

一张特色烧饼，一方百姓生计。目前，“缙云
烧饼”上下游从业人员近 2 万人；缙云县梅干菜
的种植面积 4500 多亩，产量 300 多万斤，产值

3000 多万元；2014 年到 2017 年，缙云当地
烧饼桶销量超过 1 . 7 万只。

事实上，一口烧饼，再加上一碗热气腾腾
的爽面，才是天南海北的缙云人记忆中最眷
念的乡味。

缙云爽面，也叫土面、索面卵，已有 1300
多年历史。《缙云县志》中介绍，家来客人，或
家人生日，均以“索面卵”招待，大碗底垫肉
片，索面盘堆成“丘”，上封炒肉条，两只油煎
鸡蛋饼盖顶，或置剥壳白蛋一双。

缙云爽面正在走出缙云。这碗素面升级
成铁皮石斛面、西红花面、桑叶面、南瓜面等，
进驻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超市，成为各地
市民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今年上半年，缙云爽
面产值超过 8000 万元。

“蚂蚁雄兵”富民路

村口广场上，数百只烧饼桶一字排开，村
里 100 多位师傅现场免费烤制地道的缙云烧
饼，香飘数里……好溪畔的岱石村，“烧饼节”
吸引近万名外地游客慕名而来，2 万多个烧
饼一抢而空。

村民周顶瑶说，过去离乡做烧饼，是没办
法、没面子的事，现在缙云“烧饼大军”不断壮
大，离乡返乡不仅为挣钱致富，更是展示家乡
饮食文化，有满满的自豪感。

烧饼和爽面，还是那个味儿，不一样的是，

这些制作门槛不高、适于大众创业的地方特色
饮食走出农家、走进市场，成了增收致富产业。

岱石村 1900 多名村民，有 200 多户、
300 多人在外地从事烧饼行业，据不完全统
计，2017 年产值超过 6000 万元。缙云“爽面
师傅”90% 以上是农村妇女，全县从业者
5000 多人，潜在从业人员超过一万人。

“缙云走的就是惠及千家万户，‘蚂蚁雄兵’
式的乡村富民路。”缙云县委书记杨秀清说，因
为千家万户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增收致富直
接有效、市场前景看好，缙云近年大力发展“乡
愁产业”，激活乡村经济，让乡愁真正落地。

一张烧饼一碗面，再加上虾农、民宿、养
生、石艺、工匠、黄酒、乡宴、婺剧，缙云“十大
乡愁富民产业”，吸引大量外乡人专门到此一
解乡愁。

缙云烧饼、好溪溪鱼、敲肉羹、梅干菜豆
腐、芥菜饭……缙云县仙都街道轩辕街热闹
繁华，美食琳琅满目，从大巴车鱼贯而出的外
地游客一拨接一拨。这条街道上，民宿农家乐
有 168家，从业人员 2000 多人。

“有为之手”善作为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如何决胜全面小
康，政府如何施展“有为之手”？近年来，地处
浙西南山区、作为“华东生态屏障”的浙江丽
水市各区县，因地制宜，激发秀山丽水价值，

或以特色文化引领，探索适合自身特征的乡
村振兴道路。

缙云立足乡愁谋富民，培育的即是生态
之花、文化之果，而非工业大项目烟囱里熏出
来的富裕。其乡愁产业带动千家万户致富，也
带来多方面经验启示。

2014 年 2 月，缙云县出台文件提出把烧
饼产业作为富民工程，每年安排 500 万元专
项资金予以扶持。县里还专门成立“缙云烧饼
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烧饼办”，
给予专职编制，负责产业整体推进。

缙云县长李一波说，“烧饼办”背后是一
个“实”字，下实功、出实招、见实效，“为农户
之无力为”。比如，运作统一“缙云烧饼”注册
商标、门店标准、制作工艺、原料标准、经营标
准、培训内容；规划“缙云土面+文化旅游、电
商”发展，完成土面工艺标准制定；推进“缙云
工匠”作品商品化、礼品化和藏品化；创新用
地政策、激活乡村及国有闲置房产；集中宣传
营销和挖掘文化等。

为鼓励农民走出去开店创业，缙云出台
政策精准引导：门店面积 30 平方米以下、经
营缙云烧饼等传统小吃品种不少于 2个的给
予补助 1 万元；门店面积 30-60 平方米、经营
缙云烧饼等传统小吃品种不少于 4个的给予
补助 1 . 5 万元；门店面积 60 平方米以上、经
营缙云烧饼等传统小吃品种不少于 8 个的
给予补助 3 万元。

“舌尖上的乡愁”铺就富民路
浙江缙云县发展“乡愁产业”振兴乡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7 日电(记者孙少雄)在新疆阿
克陶县克孜勒陶乡，一个名叫塔尔开其克的村落安静地坐
落在昆仑山东坡。对这个维吾尔语意为“又窄又小”的村子，
当地村民如今更愿意用“红新”二字来代称，因为大家希望
在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领下，把自己家乡打造成红色新
时代美丽乡村。

几年前，被确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的塔尔开其克村仅
有 43 名党员，占全村人口的 4%。村党支部成员普遍存在年
龄偏大、结构不合理、不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等现象，
更别说带动引领群众了。自治区“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
心”(简称“访惠聚”)驻村工作队队长、村第一书记王韶辉说：
“组织强则乡村强，组织弱则乡村衰，协助村里打造能力、素
质过硬的党支部，对工作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经过周密考量，工作队指导村党支部设立了 13个村民
党小组，实现了党组织对全村 273户村民的网格化覆盖。

有了大体框架，还需要配强带头人，文化水平较高且普
通话流利的铱斯马铱江·祖农被选为新一任的村党支部书
记，由王韶辉作为他的联系人对其进行传帮带。

为更好地开展村级工作，服务群众，工作队在村里设立
了“第一书记接待日”，王韶辉带着铱斯马铱江组队接待上
门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村民阿提巴依·图尔迪在“第一书记接待日”反映：春耕
时节水渠被洪水冲毁，阿提巴依及附近 130户村民的 400
余亩耕地、林地、草场面临颗粒无收的危机。

工作队和村“两委”立即赶赴现场，了解水渠被冲毁的
程度和影响范围，并及时召开联席会议，商议解决办法。工
作队同时决定捐助 1 万元用于租机械设备、购买水泥和沙
子修水渠，并组织 100 多名青年志愿者义务修渠。

铱斯马铱江说：“接待村民时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骂
人的话也要好好揣摩其中缘由，再一一为群众落实解决。在
工作队的带领下，村党支部的新形象正不断深入人心。”

2017 年，工作队请来设计公司为村子制定乡村振兴建
设规划，村“两委”成员积极参与规划的研究决策，提出种
植、养殖、生活、办公四区分离的发展格局。目前，该村的商
业区域已现雏形。

王韶辉介绍，如今软弱涣散党组织的帽子已被摘掉，全
村已有 55 名村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队和村“两委”从
中选拔了 17 名优秀村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后备力量，去年
发展了 4 名党员，今年计划再发展 6 名党员，及时将新鲜血
液注入党员队伍。

新疆边境小村：

“访惠聚”带来好支部

打造红色美丽乡村

据新华社贵阳 8 月 7 日电(记者刘智强)
贵州省福泉市牛场镇风景如画：精致有型的
寨门、干净整洁的街道、各有特色的院坝栅
栏、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改厕、改灶，院
坝硬化、村寨亮化，引导良好生产、生活习
惯，开展法治、文明教育，一项项政策逐渐落
实，乡村变化翻天覆地。

“自从村里成立了党小组和村民自治小
组，成员们发挥带头作用，大家互相监督，共
建家园。”牛场镇水源村杨家屯组村民习其华
是村民自治小组成员，他说，如今村组治理
有效，不仅干群关系融洽，村民之间也十分
和谐。

“乡村治理要讲究方法。成员们敢说敢
做，指出问题也是一针见血。群众也自发建
言献策，共谋发展。”牛场镇党委书记唐斌说。

为了维持优良的环境，杨家屯组制定了
环境卫生评分制度，室内环境卫生、房前屋
后的卫生绿化、各家负责的路面上的果皮纸
屑等，都是定期检查的重要指标。

将闲置的圈舍改造成观景台，在山上捡
鹅卵石装扮院坝围栏，用稻谷、玉米粘贴出
文化宣传墙，捐出家里的老物件建立“乡愁记
忆”小型博物馆……村民们在用自己的创造
力与实际行动，一点一滴改变着家乡面貌。

朵郎坪村支书张书健说，为了激发大家
的积极性，党小组组织村民观摩美丽乡村示
范点，观看相关电影。“党小组和自治小组成
员还是政策咨询员。”朵郎坪村河湾组村民曾
令海告诉记者，村民咨询政策时，他们查阅
后会第一时间反馈，邻里之间有矛盾纠纷，
也会第一时间劝说、化解。

慢慢地，村子里氛围变得越来越和谐，
村民开始抱团发展产业。“经果林园、蔬菜
花卉园、植物迷宫、草莓园……农旅一体化
发展成效明显，我们的规划正在一步步变
成现实。”张书健说。

贵州福泉：

“改”出新面貌

“引”来新生活

新华社郑州 8 月 6 日电(记者林嵬、冯大
鹏)“当干部能吃亏才会有权威，只要思想不滑
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超越标杆不是梦，争当发
展急先锋。”河南省唐河县桐河乡吴庄村村支书
惠红海这样阐述自己的“施政”理念。

日前，一场支部书记“大比武”在唐河举行。
党委“摆擂”、支书“比武”，这是唐河县为了全面激
发支部书记队伍干事创业动能，助力乡村振兴，
创新农村党建工作载体和考评模式的新做法。

“比武”怎么比？围绕党的建设、经济发展、
美丽乡村、社会稳定等内容，每位支书发表 5 分
钟演讲，并播放由县电视台统一制作的短片，展
示当年工作成绩，提出来年工作目标，评委会打
分确定名次。

2017 年度“大比武”中，惠红海获得第 2
名。为了今年夺冠，惠红海刚过完春节就打了
“先手牌”：引入大蒜加工、生物肥厂、奶牛场项

目，村集体还在这三个项目中入股。惠红海
说：“我三上山东，为了引入投资千万元的大
蒜加工项目。开始，投资方觉得我官太小，不
想跟咱谈。直到我亮出‘王牌’——— 村两委威信
高、战斗力强，千亩大蒜基地可打包票建成，
他们才下了决心。看来，党建也是生产力。”

郭滩镇李庄村村支书李怀玉，是 2016 年
度“大比武”冠军。为了守擂成功，李怀玉
2017 年带领群众大干一年，不仅完成了建文
化广场、户户通水泥路等 10件实事，还推行
村两委干部考评和“事不过三”问责机制，将
“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党员干部身上。

李怀玉演讲完，立即有支书向他“发难”：
你有千亩银杏林，俺有万亩绿水青山，论后
劲，你比不过俺。男支书能干成的，俺女支书
也能行……

当宣布蝉联冠军时，李怀玉暗下决心：争

取三连冠！他说：“不是‘大比武’，我干不了这
么狠。得干啊，不干就要落伍。”

当了 19 年村支书的东王集乡李华村的
刘明欣，在“比武打擂”前突发高烧，“不行就
别上了”“找人代讲也行”，干部群众都劝他。
“那不行，我不上场，有人会说我被吓住了，咱
丢不起这个人。”凭着一股劲，60 岁的刘明欣
坚持上台，获得了第 13 名。

“前几年，乡里想把美丽乡村试点放在俺
村，可村里一些破房子占道，清理工作量大，
我硬是推掉了。今年，我已几次向乡里请战，
不给个美丽乡村项目，我就没法参加‘大比武’
了。”刘明欣说。

“从‘推着走’到‘找事干’，‘大比武’激发了
支部的内生动力，过去农村工作是乡里一条
腿走路，现在是乡村两条腿一起走。”东王集
乡乡长张月宁说。

“大比武”还打造了一个村支书互相学习
交流的平台。村支书们说，过去，我们的交流圈
出不了乡镇，“大比武”让“朋友圏”扩到全县。

桐寨铺新庄村村支书李丰克先发展艾草
基地，再引入艾绒加工厂。刘明欣说：“俺村也
准备按这个模式来。在李丰克帮助下，全村种
了 80 亩艾草。而同一个乡的邱坡村又来向我
学，我们又无偿支援几百棵艾草苗。”

“传统的农村党建工作务虚多、效果单
一，‘大比武’就是让党建从村支书这个关键环
节实起来，从而发挥统领农村工作全局的作
用。”唐河县委书记李德成说。

“大比武”机制，让村支书们比出成就感、
干出收获感，村支书岗位成了对愿在农村干
事创业群体有吸引力的“热门岗位”。近 3 年
来，唐河已吸纳 40 多名在外创业成功的农民
回村担任村支书。

河南唐河创新农村党建工作载体和考评模式

支部书记“大比武”，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靳赫)“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在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
最北部的团结村，村民们对这句话理解颇为深刻。近些年，
若没有基层党组织引领，很难想象这个村子能从一片荒滩
发展成如今的模样。

1996年，在政府组织下，一些群众开始从“一方水土养活
不了一方人”的宁夏南部山区搬出，在离城市更近、地势更平
坦的镇北堡镇一片荒滩上建设新家园，随着聚居群众逐渐增
多，当地形成数个村庄，团结村就是其中一个。

“大家搬到这里，就为过上好日子，可白手起家哪有那
么容易？一些人受不了苦，又搬回了老家，留下的人也来自
不同县区，彼此之间不熟悉，人心不容易拢到一起，日子过
得艰难。”团结村村民杨德明说。

这种情况下，村党支部的作用显现出来。通过召集村民
学政策、绘前景、拉家常，发动党员入户给村民做思想工作，
党支部凝聚力逐渐增强。同时，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张生明利
用从外地学回的经验，带领村民种植枸杞，种植面积最大时
达 5000 亩左右，村民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高。

近年来，在团结村谋求进一步发展时，西夏区加强了村
级党组织建设，强化、提升基层党组织人才配备和战斗力，
资金、政策同步往农村倾斜，并引导农村构建“党支部+专业
合作社+功能党小组+党员致富能手+农户”等产业化组织
体系和服务模式，推进农村发展。团结村党支部副书记田兴
明说：“有了指导和支持，我们也敢更加放开手脚干事。这几
年，村里的合作社壮大了，还依据产业发展环节建立了种
植、统防统治、采摘、灌水等 9个特色功能党小组，把支部建
在产业链上，强化了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田虎是团结村的一名党员，也是村里主抓灌水工作的
功能党小组成员，如今一到田间灌溉的时节，田虎和其他党
小组成员就要统一组织村民灌水。“以前村民各灌各的地，
方法不科学，既浪费了水资源，还加重了土壤盐碱化程度，
现在由我们统一协调、指导村民科学用水，使农业生产更加
节水、高效。”田虎说。

除了指导村民灌水，团结村各个功能党小组还带领村
民进行科学剪枝、施肥、打药、病虫害防治等，种植标准化程
度提高使枸杞质量明显提升，枸杞成熟后，村里合作社统一
组织枸杞的采摘、加工和销售，确保好枸杞卖出好价钱。

此外，团结村党支部还以“党带群、先带后、富带贫”的
方式，组织村里 36户富裕家庭和 40户贫困户结对，共同致
富。团结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 1996 年的 1000 元左
右增加到如今的 13000 多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西夏区委组织部人才办主任朱林说：“团结村的发展是
西夏区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现在各基层党组
织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充分，乡村发展动力也在不断增强。”

宁夏银川西夏区团结村：

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黄泥鼓舞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近日，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六巷村下古陈屯，几名村民在跳黄泥鼓舞。黄泥鼓舞是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坳瑶同胞祭祀盘王
的一种舞蹈，2011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期以来，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六巷村下古陈屯的瑶族同胞坚守这份文化遗
产，并成立黄泥鼓舞表演队，用古老的民族文化振兴古老的瑶族村寨。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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