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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能人治村，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丁运淑和丈夫许传良展示大学录取通知书。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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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玉婵

在山东省文登区泽库镇尹家村，提起
隋连松的名字，村民们无不翘起大拇指夸
赞她。

今年51岁的隋连松是尹家村村民、文
登区成合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文登区政
协委员。20多年来，除了经营自己的企
业，她还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产业
发展，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今年“三八”
前夕，隋连松家庭获得文登区“最美家庭”
称号。

情系村庄发展

早在20世纪90年代，隋连松和丈夫
就在村内开办了一家塑料包装印刷厂，经
过多年打拼，经营规模逐步扩大。但隋连
松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功，她常说，个人的
成功不算成功，大家一起致富才算真的成
功。

一直以来，隋连松就是这样做的。在
企业发展过程中，她积极吸纳本村及周边
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
题。不少村民年收入由不足万元提高到3
万余元。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生
产受到影响，但隋连松克服困难，坚持按期
给员工足额发放工资，使他们的生活得到
了保障。

苗木种植是尹家村的生态事业和经济
产业。多年来，隋连松对这项事业和产业，
给予了大力支持。每年，她都要从企业利

润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树苗，捐给村民
种植。最先是路边绿化，后来慢慢扩展到
村里的田间地头、村民的房前屋后，只要有
空地，每年她都会选购合适的树苗，和村干
部一起种植。经过多年努力，尹家村的颜
值和人居环境逐年提升，先后被评为省、
市、区三级文明村和市级美丽乡村。

近年，尹家村发展以苗木种植为主的
美丽经济，隋连松利用自己的人脉，不断
拓展苗木销售渠道。如今，苗木产业每
年可为村集体带来20万元左右的收入，
苗木合作社的种植户增收60多万元，贫
困群众和其他村民通过务工，增收10多
万元，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
发展模式。

2020年，“精致农家·美丽庭院”创建
工作在文登区乡村全面铺开。隋连松主动
出资购买清扫工具和活动奖品等物资，为
村里开展创建活动之用。作为尹家村的村
民，隋连松积极参与，不仅带头收拾自家庭
院卫生，将自己的家打造成“精品户”，为村
民做出了表率，还经常参加村里的志愿活
动，上门为孤寡老人打扫房间、整理家务，
宣传健康的生活习惯，引导村民改变陈规
陋习，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心牵困难群众

当地的贫困户和困难群众，是隋连松
一直牵挂和关爱的对象。这些年来，她为
困难群众个人捐助或筹款，可以列出一长
串清单。如，个人出资1.5万元，为埠口镇

卧龙村75户困难户发放节日福利；个人捐
款8000元，为泽库镇2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建立“爱的小屋”；众筹2万元，为尹家村的
困难户发放补助款；个人捐助2000元，帮
助一名肾衰竭病人；累计捐助10万元，用
于白血病患者治疗。

此外，隋连松还经常与公益组织一起
到各村慰问老人，走访贫困家庭。逢年过
节，她都会包上红包到村里的困难群众家
里拜年。

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抗疫一
线人员急需防护服。隋连松知道后心急如
焚，马上托亲拜友，终于打听到青岛有一家
医用防护服生产厂家，她立即与厂方联系，
订购了1000套防护服，其中，300套定向
捐给援助武汉的文登医务人员，剩下的
700套交由文登区政府定向分配。疫情期
间，隋连松与丈夫出资10万余元，购买了
2020套防护服、2000副医用手套、10吨消
毒液、15箱酒精，捐献给防疫一线工作人
员和当地学校师生。

多年来，隋连松以助人、救急、救难为
己任，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在她的带
动下，许多亲友也加入扶贫济困和慈善事
业行列。比如，去年疫情期间，隋连松通过
开家庭会议、发朋友圈，号召亲友众筹，购
买防护用品，短短8个小时就筹到了6.1万
元。

“作为企业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不仅把自己的企业办好，还要为困难群
众，为社会多做些事情。”隋连松说。

■ 肖琳

笔者在中西部多地农村调研时发现，当
前基层治理中存在一种新现象，即村干部由
过去的“中农（中坚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
的中等收入农民）村干部”转变为“能人村干
部”，村治主体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迁。村
干部类型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层治理
形势变化产生的结果。在新的基层治理背
景之下，“谁来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的意涵也
变得更加丰富，尤其是在中西部农村。

“中农村干部”群众基础牢固

“中农村干部”是中西部农村较为常见
的一种村干部类型。一方面，随着中西部
农村人口的外流，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务工，
空心化村庄、留守型村庄增多；另一方面，
村庄的内生性事务与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事
务减少，村干部工作压力减小，同时越来越
多惠农资金不断输入农村。在此背景下，
留守村庄的群体成为村庄治理的中坚力
量，即“中坚农民”。

“中坚农民”的年龄通常在40~60岁之
间，常年生活在村。他们面临着较为沉重
的家庭发展压力，因此在有限的地方性经
济空间内尽可能多地寻找经济机会，以积
累更多的家庭发展资源，比如流转土地进
行规模经营、提供农机服务、经营商店、从
事建筑行业等。经济利益在村、社会关系

在村、价值实现在村，这是“中坚农民”的主
要特征。

“中坚农民”担任村干部的优势有多
种：一是长期生活在村，对村情民意十分了
解，与村民打交道的机会多，关系熟络，因
此社会资本较为充裕；二是在为村民提供
社会化服务时遵照人情互惠原则，深得群
众信任，群众基础牢固；三是个人利益和生
活面向在村，因此对村庄事务十分关心，积
极参与公共事务；四是个人能力一般也强
于普通村民，会说话、能办事。对于“中农”
来说，当村干部不仅可以增加经济收入，对
于个人和家庭（族）而言也是一种荣誉。

干部“中农”化之所以可能，也与村庄
的基本定位有关。在内生性资源匮乏的中
西部农村，客观环境的变化使村庄内生性
治理事务减少，维持村庄秩序成为主要治
理目标，村庄的基本定位为“维持型村
庄”。在维持型村庄中，村干部的治理任务
较少，治理负担相对较轻，有足够的时间从
事兼业，因此，“中农村干部”是一种较为理
想的村干部类型。

“能人村干部”更有助于村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治理形势发生
转变，基层治理现代化被提上日程，村级治
理的规范化程度逐渐提高，村级治理行政
化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党的十九大确
立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再次发生新
变化，乡村经营开发的治理导向与治理理
念日益突显，激活乡村内在发展动力成为
主要治理目标。

在中西部，许多村庄都被定位为发展
型村庄。地方政府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
时，基本上都把产业振兴放在首位，其中一
项重要任务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村集
体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其次是
经营运作问题。因此，对村干部能力的要
求也有所提高，村干部不仅要具备一定的
治理能力，同时也要有经营能力。在这一
背景下，能人回乡当村干部越来越普遍。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产业发展已
经成为乡镇的一项中心工作。另一方面，

在内生性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某
些基层政府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支持乡
村发展产业。在弱发展能力与强发展意
愿的张力下，乡镇亟须向外寻找合适的村
庄代理人，既能引入资源发展产业，又能
协助乡镇完成产业发展任务。因此，有一
定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的能人成为人们
青睐的对象。

在中西部农村，回村担任村干部的能
人要么将在外经营的产业迁回村庄，比如
加工厂，要么借村庄发展产业的机会重新
开拓其他领域，其经济利益通常在村。

相比于“中农”，能人的经济实力、经营
能力、社会资本都更为突出，在发展村集体
经济、完成发展型任务时，其优势十分明
显。不过，由于能人长期不在村，与村民打
交道的机会有限，因此与群众的关系相对疏
远，在处理村庄内生性事务时稍显经验不
足。所以，在治理村庄的过程中，能人会借
助其他老村干部的力量处理村庄内生性事
务，在村级组织内部实现分工合作。

当村庄的基本定位发生改变，即主要
治理目标发生改变时，村治主体也随之而
变。村干部由“中农”向能人的转变，反映
的即是村庄治理主体如何与治理目标相适
配。相比于“中农村干部”，“能人村干部”
的确更符合当前基层治理的要求，也更有
助于发展型任务的完成。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中心博士生）

湖南宁远湖南宁远：：巾帼助春耕巾帼助春耕

乡村论坛论坛

■ 应凤林 荣腾龙 徐志华 文/摄

“你们看，现在正是李树开花的时
节，整个李树都开满了花，如果不对花
进行梳理，就会影响今年李子的产量和
质量。”近日，许传良对几名贫困户进行
果树管理指导。

47岁的许传良一家是重庆市万州
区白土镇大林村脱贫户。2013年因妻
子丁运淑患心脏病，手术治疗花费十余
万元，再加上两个孩子读书，成了村里
的贫困户。驻村工作队帮他引种李子、
搞养殖，安排公益性岗位。2015年，许
传良一家脱了贫。

虽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日子慢
慢好起来，但许传良想进一步提升自
己。驻村干部了解情况后，动员他报考
大学，不仅学费由政府垫付，还有助学
金。

原来，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
大林村的产业得到了发展，但缺少又懂
技术又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2019
年4月，帮扶单位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在
大林村成立乡村振兴学院白土分院，根
据当地的产业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开
展培训，后来又利用国家高职院校扩招
的契机，设置大专学历教学点，鼓励符
合条件的村民报考读大学，对农民及农村从业者实
施系统教育，提高其职业素质和技能。

一听可以拿大学文凭，许传良和丁运淑马上动了
心，兴致勃勃来到学校参加入学考试。2019年 10
月，夫妻二人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正式成
为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的大学
生。

最初几节课是在位于万州城区的校本部上的。
刚开始，两口子穿着正装，拿着书本，和十八九岁的
年轻人一起走在校园里，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进到
教室后，他们特意选了个后排不起眼的座位坐下。
但他们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坦然地和年轻人一起交
流，认真地听课，记笔记。

有人跟许传良夫妇开玩笑：“你一把年纪了还跟
娃娃一起读大学，好意思不？”许传良夫妇回答说：

“有啥子不好意思，年纪大一样可以学！”
许传良告诉笔者，选择读大学，一来是为了圆年

轻时没有完成的“大学梦”，二来发现现在要在农村
搞产业，光靠经验可不行，还要懂技术、会管理、经
营。远程教学期间，夫妇俩白天各自忙着干活儿，晚
上一起打开手机上网课学习，从没有耽误一节课。

除了网上教学，学校还采取送教上门的方式，把
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去年8月，大林村水稻进入收
割时节，学院把收割机开到了大林村的稻田里，老师
边讲边示范。许传良学得最认真，没多久功夫，便能
独自开着收割机帮合作社收稻谷了。把村里的水稻
全部收割，一结工资，他挣了3000元。拿到钱后的许
传良笑得合不拢嘴：“读大学大有用处，这么快就见
效益了！”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农民的求知热情高涨，仅大
林村就有12名农民通过考试成了大学生。

隋连松隋连松：：新乡贤新乡贤 大情怀大情怀

发展型村庄需要壮大村集体经济，村干部不仅要具备一

定的治理能力，也要有经营能力。相比之下，“能人村干部”

更有助于村庄发展任务的完成。

近日，在湖南
省宁远县舜陵街
道小康村田头，一
群身穿红马甲的
妇女帮助缺劳力
种植户盖地膜。
正值春耕农忙时
节，宁远县妇联组
织一支支由机关
女党员、女干部、
女职工和农村致
富女能人、留守妇
女等组成的巾帼
助农志愿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头，帮
助村民开展春耕
生产。
周英华 李萍/摄

“一年之计在于春。看看这苗木都冒出新芽和花
骨朵，正是销售旺季，不抢时间不行。”3月20日，在山
东省郯城县马头镇玉峰盆景园里，徐莲琴一边干活一
边介绍说。

徐莲琴是马头镇农民，今年52岁，酷爱艺术品收
藏和根雕艺术以及盆景艺术，两年前慕名来到玉峰盆
景园，向园艺师学习盆景制作技术。她说，盆景园盆景
多、活儿多，只有多学多锻炼，才能练出水平，等技术过
硬了她就回家自己干。 高军/摄

半百学艺

■ 肖雄

初春时节，细雨不
断，贵州省黔西南安龙县
栖凤街道安马村，一排排
沃柑和砂糖橘果树枝头
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村
民们正忙着采收。

“今年，我家的50亩
砂糖橘和沃柑都挂果
了，毛收入有13万元左
右。”种植户韦全进说，

“这个季节，我们村还有
沃柑鲜果，很多客商知
道后都来买，所以这几
天大伙都很忙。”

在安马村，种植沃柑
和砂糖橘尝到甜头的，不
只韦全进。近年来，安马
村在种植水稻、高粱等传
统农作物同时，因地制
宜，引导村民种植沃柑、
砂糖橘、葡萄、猕猴桃等
水果，截至目前，水果种
植面积近1500亩，实现
了季季有果卖，户户能增
收。

安马村主任王大进
介绍，2017 年，安马村

“两委”组织村民代表到
广西桂林考察时，大家
对当地栽种的沃柑极感
兴趣。回来后，村“两
委”马上邀请专家对当
地的气候、土壤等进行
采样分析，确认安马村
非常适合种沃柑等水
果，“安马村地势平坦，
土壤肥沃，种植沃柑、砂
糖橘，长势快，挂果率
高。而且由于气候原
因，水果成熟时间会比
其他地方晚一些，更有
利于销售。”

当年，安马村就引
种 700 多亩沃柑、砂糖
橘，涉及 70 户群众，并

且成立了水果专业合作社，加强对
果树的统一管理。为打消村民的后
顾之忧，安马村还积极营销，采取

“线上+线下”方式进行销售，“线上
主要是通过电商平台，只要客户一
订货，立马包装发送；线下主要靠州
内外等地游客，到果园体验采摘。”
王大进说。

今年初，沃柑、砂糖橘挂果，就迎
来客商抢购。“我们村沃柑和砂糖橘成
熟晚，物以稀为贵，自然能卖个好价
钱。”王大进说，到了盛果期，沃柑每亩
可以达到1万到1.2万斤，砂糖橘亩产
也在8000到1万斤左右，只要3到4
块钱一斤批发出去，沃柑一亩就有3
到4万元的利润，砂糖橘有2.5到3万
元的利润。

王大进告诉笔者，下一步，安马村
将立足水果产业，打造农旅一体化的
农村特色村寨。“安马村生态环境好，
距安龙县栖凤街道20余公里，交通便
利，发展休闲农业有一定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