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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姜克红）10
月 22 日清晨 5 时 30 分许，东方渐白，
霞光微红，生蚝养殖大户谭星火带着
四个船工登上生蚝采收船，从福建省
霞浦县三沙镇石头鼻村海湾出发前往
外海养殖场，收获今年最后一批生蚝。
　　 38 岁的谭星火是湖北人，2019
年来三沙镇游玩时，偶然吃到当地养
殖的生蚝，鲜美的味道让他从中嗅到
商机。第二年，他与霞浦本地几位渔
民合伙成立了生蚝养殖公司。
　　生蚝采收船驶过离岸较近的紫菜
养殖区，驶入广阔的生蚝养殖海域。
海面上一排排彩色养殖浮球随波荡
漾，海水也从浅黄逐渐变成蔚蓝，漫天
朝霞映红了船工们黝黑的脸庞。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航行，采收船
到达生蚝养殖场，拽起大海中的养殖

缆绳，船工们开始轮番收割挂在缆绳
上的生蚝养殖笼，动作娴熟，配合默
契。来自云南省文山市的船工卢华武
说，他来霞浦打工已经十多年，“在这
儿活儿辛苦，但收入也满意。”
　　谭星火从养殖笼中取出一只饱满
健硕的生蚝，用小刀沿边一插、一割、
一撬，水灵灵的蚝肉一览无余，闪烁着
诱人的光泽。“这些生蚝上岸后将批发
给当地的加工厂，经过冲洗、分拣、装
箱，再由经销商运往全国各地销售。”
谭星火说，“我们公司的三倍体生蚝养
殖从去年的 4 万笼增加到今年的 12
万笼，打算明年继续扩大规模，可以带
动近 200 人就业。”
　　上午 10 时许，满载 1 万多公斤
生蚝的采收船返回石头鼻村码头。谭
星火从船头跃下，一边与码头上的养

殖户林勤斌打着招呼，一边指挥工人
停船卸货。
　　林勤斌是石头鼻村人，今年 29
岁，原本在外地从事汽车销售，2021
年回乡看到乡亲们养生蚝都赚了钱，
遂与本村几位年轻人合伙出海开辟了
养殖场，并筹资 180 余万元从山东引
进设备创办了生蚝加工厂。“目前生蚝
市场仍是供不应求，明年我们将追加
投资，扩大养殖规模。”他说。
　　长春镇秋竹岗村与三沙镇石头鼻
村隔海相望，是霞浦县生蚝养殖的发
源地。在秋竹岗村一家新建生蚝加工
厂里，50 多位渔民正紧张地对即将下
水的蚝苗进行分拣、装笼。记者在这
里见到工厂的主人、被当地人称为“生
蚝养殖第一人”的俞开明。
　　 2016 年，俞开明经过学习考察，

试养了 1 万笼三倍体生蚝，喜获丰收。
随后几年，他不断扩大养殖，并带动了
周围乡亲纷纷跟进。
　　“霞浦海域潮流畅通，水质优良，
非常适合生蚝成长。”俞开明说，“如
今，原本高贵的生蚝走上了百姓餐桌，
销售市场也由沿海地区扩展到湖北、
湖南、四川等地。”
　　“2021 年霞浦县养殖水产品总
产量 47.9 万吨，产值 127.6 亿元，已
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渔民致富的支柱
产业。”霞浦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主任
叶启旺说。
　　临近傍晚，夕阳西下，晚霞满天，
海面上一艘艘返程的渔船穿行游弋在
海洋牧场，泛起道道金光，沿海观光大
道上游客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手
机，拍下这迷人的大海渔耕图。

　　“新房子好亮堂，水电网一应俱
全，家门口就有超市，出行便捷，生活
质量更高了。”在镇雄县高山大地易地
搬迁安置点裕和社区日前举行的党群
茶话会上，66 岁的居民王天普欣喜地
谈起易地搬迁后的新生活，赢得大家
的阵阵掌声。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地处乌蒙山
区，是我国脱贫人口最多的县，有 3
个万人以上易地搬迁安置点，当地创
新网格管理机制、强化产业就业支撑、
拓展社区志愿服务，让搬迁群众乐享
新生活。
　　“咚咚咚……”
　　“老李在家吗？”
　　夜幕降临，在裕和社区，楼栋长朱
正文刚吃过晚饭，就挨家挨户敲响邻
居的门。
　　 60 岁的朱正文老家在罗坎镇军
备村，以前是村民小组长。搬到裕和社
区后，因为待人和善、热心肠，他被选聘
为社区楼栋长，负责搬迁群众城市生活

引导、入户信息采集、政策宣传等工作。
　　县人社部门计划近期到社区开展
技能培训，这几天，朱正文忙着入户走
访收集群众的培训意愿。家政服务
员、育婴员、缝纫工……他详细记下群
众期盼的培训工种。有的群众不在
家，他就打电话征求意见，统一登记后
反馈给社区。
　　“帮助乡亲们要从小事做起。”朱
正文依然记得，起初他手把手教搬迁
群众按电梯、开防盗门、使用马桶，如
今社区邻里经常一起跳广场舞，大家
慢慢融入了城市新生活。
　　镇雄县共有 71 名像朱正文一样
的楼栋长，他们是社情民意联络员、政
策法规宣传员，也是矛盾纠纷调解员、
邻里活动组织员，已成为推进安置点
治理的“好助手”。
　　不仅要让搬迁脱贫群众实现“稳
得住、融得进”，还要“逐步能致富”，拓
展就地就近的就业渠道是重中之重。
　　镇雄县抓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

遇，打造 2 个易地搬迁后扶纺织服装
产业园，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让
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早上 6 点起床做早餐，7 点 30
分送孩子去学校，8 点到公司上班。
和城里的许多人一样，家住呢噜坪安
置点沛泽苑社区的付义芬，踩着朝八
晚五的节奏开启新一天的生活。
　　付义芬是宝涛服饰有限公司的缝
纫机操作工。这家公司位于镇雄县呢
噜坪易地搬迁后扶纺织服装产业园，
于 2021 年 3 月建成投产，所生产的
产品出口南亚、东南亚地区。
　　“以前我在浙江打工，每年只在春
节回一次家。”付义芬说，现在搬到城
里，工厂就在社区里，工作和照顾家人
两不误，每月工资超过 5000 元。
　　乐业方能安居。目前，镇雄县在
易地搬迁安置点已开发公益性岗位近
2500 个、就业帮扶车间专岗 600 个、
周边企业就业岗位 6600 多个；今年
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16

期，惠及 800 多人。全县易地搬迁劳
动力就业率达 93.3%。
　　除了选择就地就近就业的群众，
在当地，也有部分搬迁群众选择外出
务工。结合实际，社区开设周末大课
堂，动员党员志愿者、周边学校教师为
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辅导课业、规范
行为习惯，还开展心理疏导、兴趣拓
展、安全教育等活动。
　　“老师，我这道英语题不会做，您
帮我看一下。”小学四年级学生向婷的
父母在江西赣州务工，她常到裕和社
区周末大课堂做作业。这里有老师帮
她辅导课业，还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
玩游戏。
　　远在千里之外，向婷的爸爸向成
仪在电话那头说：“我们在外打工最放
心不下的就是娃娃的学业，社区办周
末大课堂，为我们省了不少心。”
　　如今，周末大课堂已在全县 3 个
万人以上安置点推广开来。
  （记者林碧锋）新华社昆明电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黄筱、许舜
达）风吹过田地飘着稻香、千年古树下
洋溢着桂花香、农家作坊散发着红曲
酒香……在位于富春江畔的杭州市桐
庐县，乡亲们不仅迎来了丰收的喜悦，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还带动了更多村
民致富增收，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图
景正徐徐展开。
　　位于富春江北岸的梅蓉村是杭州
市第一批共富村，连片的稻田依偎着
富春江水，三五成群的游客尽情感受
秋天的气息。自 2019 年起，梅蓉村
开始土地流转工作，陆续将 2000 亩
土地流转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租
给 种 粮 大 户 统 一 种 植 水 稻、油 菜 ，
2000 亩农田景随季移，成为村庄景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做活美丽资源、发展美丽经
济？街道和乡村干部深知，如果只有稻

田、没有业态，无法留住游客的脚步，也
无法让村民感受到美丽风景带来的实
在收益，于是一场乡村改造开始了。
　　榨油厂改造成乡村会客厅，游客
站在铺满草坪的屋顶观赏台上，秋日
稻田尽收眼底，稻香里还能寻到一丝
咖啡香气。经过前期招商落地的咖啡
馆，从国庆假期至今，人气一直不减。
　　“周末每天可以卖出咖啡 300 杯
左右，工作日也有一两百杯的销量，这
个销量跟县城商业街上的咖啡馆相
当。”咖啡馆运营负责人安小明介绍，
虽然咖啡馆体量不大，但丰富了乡村
业态、补上了旅游发展的短板。
　　梅蓉村的村民也对新业态跃跃欲
试，千亩稻田中央的帐篷奶茶店经营
权招租公告在村里刚发布一天，就有
近十位村民咨询。“咖啡馆让村民们看
到新业态在乡村发展的可行性，也把

新鲜的理念带进来，村民有优先运营
权，大家一起创富。”梅蓉村党委书记
吴方云说。
　　芬沁的桂花香气是秋天美好的味
道，母岭村一簇簇米粒似的桂花开得正
旺。在母岭村的道路两旁、房前屋后，
桂花树处处可见，全村有 1000 多亩桂
花树，最古老的一棵已有千年树龄。
　　早些年经营桂花树苗木是村里主
要经济来源，但近年来受价格下降影
响，苗木滞销，原本落在地上、无人问
津的桂花渐渐打响了“桂花第一村”的
名号。
　　 2017 年起，母岭村推进桂花产
业发展。从最初单一的卖桂花树苗
木，到开发出桂花酒、桂花糕、桂花茶、
桂花酱、桂花香囊等，桂花产品越做越
丰富，桂花之香越飘越远。
　　母岭村党总支书记邵双贤介绍，

今年村里还引进乡贤投资 500 万元，
建成了桂花主题民宿，经营桂花宴每
年为村集体增收 25 万元，“桂花村”
的共富路越走越宽。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
红。”桐庐莪山畲族乡今年第一坛红曲
酒已出酒，整个村子里都散发着浓郁
的酒香味。红曲酒是畲民的传统饮
品，每年的秋冬季节，畲民家家户户自
酿红曲酒。红曲酒酿制非遗传承人陈
凤凤介绍，今年村里建成了红曲酒酿
造中心，用现代工艺将传统红曲酒的
品质再提一级，得到市场的认可。
　　桐庐县副县长申屠群雄表示，依
托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桐庐将驰而
不息围绕乡村、打好“美丽牌”促共富，
拓展更多农业相关衍生产业，加快推
动美丽生态向美丽经济、共同富裕迭
代升级。

富春江畔共富美，飘满乡村丰收味
　　高粱红，稻田黄，果飘
香，10 月的黔北大地处处
洋溢着丰收之喜。记者从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城出
发，沿山路驱车 1 个小时
来到了王寨镇新民社区张
家寨。在曾经的国家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凤冈，
张家寨的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也只大致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但正是在这个藏在
黔北大娄山麓的寨子，记
者感受到了一股蓬勃向上
的乡村振兴图景。

高标准农田建设忙

　　“哒哒哒”“哒哒哒”，
还没进寨子，记者便听到
了机器轰鸣声。循声望去，
6 台挖掘机正在田里作
业，原来的田埂、水沟已有
几截被推平，田里水稻收
割后留下的稻茬还没有完
全干枯。新民社区党总支
书记冉郁松正带着几个村
民整理新挖出来的排水
沟，他会不时提醒：“再加
把劲，搞快点。”
　　“大家干劲很大，肯定
能在明年下秧前搞完。”冉
郁松告诉记者，有机水稻
是村里的传统产业，但因
田块破碎，种收全靠人工，
排水灌溉设施也较落后，
抗灾能力较弱，水稻产量
不稳定。
　　在上级部门指导和支
持下，新民社区秋收后即
启动了 330 亩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其中张家寨有
160 亩。村民王玉宽收完
自家 30 亩烤烟后，就自
发到田里帮忙。种了 20
年烤烟的他深知种植标准
化的重要性：“没有技术，
种地不把稳”。
　　“把产业做强，是增收的前提，
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
支撑。”冉郁松介绍，脱贫攻坚期间，
除了有机水稻，社区还发展了 800
亩烤烟、1300 多亩蜂糖李和 300
多亩红心柚。当前社区正在着力推
动已有产业提质增效。

招回“乡贤”

组建“乡村掌墨师”

　　在张家寨村民活动广场的文化
墙上，贴着一张“乡贤榜”，榜单里的
16 个人都是张家寨走出去的能人，
有在外开公司做生意的，有在县民
政局、法院上班的，也有致富能手，
还有刚走出校门创业的大学生。
　　“乡贤榜，也是荣誉榜，更是招贤
榜。”冉郁松介绍，这些人头脑活、资
源多，虽常年在外，但为家乡发展做
了很大贡献，为修路盖房捐钱捐物，
为发展出谋划策，也有为产业找销路
的，“张榜既为了对他们表示感谢，也
为了激励更多人为家乡建设出力”。
　　“我希望以后也能上这个榜。”
今年 23 岁、正在西北大学读研的
王青山说，虽然不一定能回乡工作，
但要是能为家乡做点事，得到村里
乡亲的认可和肯定，对自己是个价
值实现，全家脸上也都有光。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把外面的人
才引进来的同时，凤冈县探索实施“乡
村掌墨师”人才振兴工程，组建了一支
在农村各行业各领域掌握一定技艺
技术，在某一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具有
较高威望的“乡村掌墨师”队伍，以把
散落在民间的乡土人才找出来、聚起
来、用起来。
　　张家寨蜂糖李的发展就离不开

“乡村掌墨师”罗先望。今年 50 岁
的罗先望利用自己积累的蜂糖李种
植经验、技术和市场资源，带动邻里
乡亲共同种植蜂糖李，帮助 240 多
户群众增收致富。

家家都挂家训牌

办起农耕博物馆

　　“尽忠报国，尽孝敬祖。尊师重
教，尊老爱幼。”在王玉宽家堂屋显眼
处挂着的这块 1 米长的木牌让人印
象深刻，所用木材普通，也没上色，16
个字为毛笔手书。“忠和孝，是王家祖
上最看重的品德，也是我们这一代对
后代最起码的要求。”王玉宽告诉记
者，这是今年和全家人商量总结出的
家训，由儿子王青山书写制作。
　　记者发现，像这样的家训牌张家
寨每家每户都有，有些挂在厅堂上，
有些摆在进门显眼处。每家内容都不
一样，有写“与人为善，与邻为友”的，
有写“为人讲诚信，做事讲原则”的，
也有倡导“谦逊有礼，知足常乐”的。
　　冉郁松说，张家寨 73 户分王

李张安四个大姓，有汉族
也有土家族，各家族、民
族之间一直相处和睦，非
常 团 结 ，矛 盾 纠 纷 也 很
少。不少人家都有口口相
传的家训，今年在村里的
乡 贤 、老 人 建 议 和 协 助
下，按照各家的意愿，统
一将家训进行了梳理和
提炼。
　　“文化要振兴，优秀的
家风和传统不能丢。”冉郁
松介绍，除了总结家训传
家风外，张家寨还将一处
废旧圈舍改造成立一个微
型农耕博物馆。村民都主
动将自家的风簸、木犁、草
鞋弯等老物件捐献出来。
　　“生活条件好了，但不
能忘本。”王玉宽也捐出了
自家熏肉的木炕和老式杆
秤，“都是老辈们用的，送
到博物馆，希望娃娃们知
道这些东西是干啥的，知
道他们的祖辈是怎么生活
的”。

古树古井“相依”

　　王玉章家住在寨子里
地势较高的山坡上，他家不
远处有一口古井，当地人称

“石塔井”，井水清冽甘甜。
古井的正上方是一株 300
多年的黄连树，两人张开
手臂才能将其环抱。而透
过古井水面，依稀能看见
黄连粗壮的树根。乍一看，
既感觉树从井里长出来，
又感觉井像挂在树上。
　　先有树还是先有井？
为啥黄连那么苦井水却
这么甜？年近 70 的王玉
章“嘿嘿”一笑，也说不出
所以然，只半开玩笑道：

“这个水好，姑娘娃儿喝
了皮肤都会变好”。从他记事起，这树
和井就一直在那儿，全寨人都喝井里
的水，井从来没有干过。
　　“水养着树，树保着水。”王玉章
说，这树和井都是寨子的宝贝，前些
年，大家自发把树用木栅栏围起来
了，把井沿加固了，还给井搭了个“屋
顶”。“等开春，我想在井和树周边空
地上撒些草籽。”王玉章说。
　　护水保树这样朴素的生态观早已
深入村民骨子里。也正因如此，村里百年
以上的古树仍有 46 株，每株古树都被
挂牌保护，真真做到了“山有人管、林有
人护、树有人保、责有人担”。

有商有量心舒畅

　　“张家沟的山洪排往小秧地消
坑”“漆树槽的山洪排往半截田”“菜
籽坨的山洪排往菜籽坨消坑”“桂花
树至螺丝井、码头至王玉昌家要修机
耕道”“灌溉沟沿原来老沟路线”。
　　 10 月 15 日晚，在张家寨议事室
里，8 名村民代表就张家寨大塘口处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展开了讨论，并形
成了如上意见。次日，施工队便会按
此开挖施工。
　　为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张家寨
创立了议事会制度，由党支部书记、组
长、乡贤、退役军人、老干部、组级党员、
妇女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每月会收集群
众诉求，并在每月第二周周六召开一次
议事会，通报上月议事的落实情况，并
讨论收集来的诉求及相关项目的谋划
和具体落实。
　　今年 4 月，县里计划给新民社区
拨 20 万元，用于打造县级乡村振兴
示范点。负责前期申报方案的冉郁松
却犯了难：20 万元，说多不多，说少不
少，硬化几条串户路足够，但打造县
级示范点，难！到底要不要积极申请，
不 要 ，错 过 机 会 ；要 了 ，又 担 心 建
不好，
　　“上级拨款不管多少，都是好事”

“大手大脚瞎折腾，再多钱也不够”“钱
不多，就省着用，花在刀刃上”“钱不
够，我们自己干，不要工钱，石头、木材
我们自家凑”，在之后的议事会上，村
民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积极往前冲，我没理由
打‘退堂鼓’。”经商议，新民社区决定
以张家寨为核心进行示范点打造。随
后的几个月，村民有钱出钱、有物出
物、有力出力，几乎所有的石头、木头
都是村民自己出的，活动广场的木
雕、石碑都是村民自己找材料做的，
村寨面貌焕然一新。冉郁松算了一笔
账：所用的材料、人工折算下来，将近
260 万元。
　　 20 万元干了 260 万元的事儿？！
张家寨的经验给当地基层干部上了生
动一课：送钱送物推动乡村发展的帮
扶模式已难持续，真正让群众动起来、
干起来，才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
  （本报记者李自良、潘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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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海上秋收忙，渔舟唱晚生活美

云南镇雄：让易地搬迁群众乐享新生活

“一村一站点”

增强老人幸福感

   10 月 26 日，在青岛莱

西市院上镇北刘格庄村，工作

人员上门为孤老张春顺（右一）

理发。

  近年来，青岛市积极推进

“一村一站点”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民生工程建设，通过政府补

贴，改造闲置资源，公建民营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逐步

建立覆盖全市农村的居家养老

服务站点，为农村空巢、困难、

孤寡老人提供方便可及的居家

上门服务。“一村一站点”的推

广普及，缓解了农村养老服务

供给不足、冷热不均、护理能力

弱等问题，在提升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能力的同时，增强了老

人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

福感。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