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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雪峰

前不久在成都彭州和湖北通城调研，
听两个村支书讲到坝坝会和屋场会的经
验，很受启发。

彭州花村街曾被评为全市最差村街。
2018年，村支书用两个多月时间，召开了30
多场坝坝会，与村民就村庄环境改造达成
共识，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参与积极性。村
民出钱出力，组织共建委员会。结果，花村
街很快就被评为全市社会治理先进典型。

通过召开坝坝会，落后变先进。花村
街程书记总结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替群
众作主，而要让老百姓自己作主。”她打了
一个比喻：“我们拿一件新衣服给群众穿。
结果就是，衣服脏了他们找你洗，破了找你
缝。”必须是“群众自己要穿新衣服”。群众

才是主体，要让群众当家作主搞建设。坝
坝会既是动员群众的过程，又是组织群众
和将群众组织起来的过程。

湖北通城横冲村是全县的老先进，连
续多年群众满意度考评都是全县第一。横
冲村支书袁书记说，之所以群众满意，关键
就是连续召开了十年屋场会。横冲村有六
个屋场，每个屋场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屋场
会，大多数时候都是袁书记亲自主持。有
时候，一个屋场会要连开三个晚上，以充分
讨论形成共识。所有在村村民都可以参
加。刚开始，开屋场会，经常引发矛盾，大
家不欢而散；后来逐步就形成规矩了，其中
最重要的一个规矩是：屋场会不讨论私事，
只讨论公事；只谈大家利益，不谈个人利
益。因为形成了惯例，有人在屋场会上谈
私事，其他人就会制止。这样就防止了屋

场会上的个人矛盾。有没有公心，公开一
说，所有人心知肚明。公共的事情容易达
成共识，正能量也就形成了。袁书记说：

“为民作主不如群众自己作主。”“村干部包
办不如让群众自己干。”

因此，湖北省在精准扶贫中有一项要
求，就是要召开屋场会，将村民动员起
来，让村民自己当家作主人，建设好自己
的村庄。2017 年，我在湖北孝昌县调研，
孝昌就有每个村每年必须召开几次屋场
会的要求。横冲村连续十年召开屋场
会，都是因为有事才开，而不是为了完成
上面安排的任务，所以可持续且具有高
度动员性。

屋场会、坝坝会是很重要的组织群众、
动员群众的办法。也只有将群众动员和
组织起来，群众有了建设自己村庄的内

在积极性，才会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国家
资源的投入才可以被有效利用，村庄建
设中的“钉子户”和搭便车行为也才能有
效遏制。屋场会和坝坝会提供了一个干
部与群众和群众与群众互动的平台，是
达成村庄共识的过程。这个共识既是干
部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约束，又可以形成
强大正能量。

坝坝会、屋场会还是一种基本的群众
工作方法。无论是依靠农民自己筹资筹劳
搞公共事业建设，还是国家资源下乡为农
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都离不开有主体性
的农民群众。只有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让
他们自己参与到改善自己生活的行动中，
乡村振兴才有可能。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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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松

走进贵州省清镇市麦格苗族布依
族乡小谷陇村，入眼便是占地3000余
平方米的老韦民族服饰厂厂房。样品
陈列室里，民族特色服饰、刺绣、手绢、
蜡染、银饰琳琅满目；车间里，绣花机
富有节奏的“嘀嗒”“嘀嗒”声中，身着
苗族服饰的女工们正聚精会神地忙着
各自手中的活儿……

老韦民族服饰厂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四印苗族服饰的传承基地之
一。四印苗族服饰的上衣胸前、后背
及两袖上各缀有一个用五色丝线挑花
而成的正方形图案，恍若四尊大印，古
朴迷离，被专家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
史书”。

“今天很多苗族青年不知道族别
的由来和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一名
党员，我有责任把民族文化传承下
去。”回忆自己的创业初衷，老韦民族
服饰厂负责人王荣毕说，“我们苗族妇
女自幼学习苗族刺绣，个个手艺精湛，
制作的四印苗绣样式精美，品质上乘，
但个体散落制作形不成规模，一件衣
服只能卖几十块钱。办刺绣厂既可以
传承文化，又能带动大家致富。”

2013年，王荣毕在乡党委和村党
支部的帮助下，获得了10万余元的专
项创业扶持资金，创办了老韦民族服
饰厂。服饰厂投产后，吸引了众多苗
族刺绣好手争相加入。她将“传承第
一、效益第二”作为企业的第一原则，
坚持诚信经营，还先后引进绣花机床、
电脑制版等先进设备，传统手工与现
代工艺相结合，制作出的产品物美价
廉，受到消费者和民族服饰收藏者的
欢迎，年创收达50多万元。

王荣毕没有忘记建厂的初心，对
前来求教的村民“来者不拒”，无偿培
训学员，向行业内输出学员百余名，并
通过委托加工模式带动250户群众在
家中就业。

“我们将民族文化传承融入乡村
振兴大背景之下，深入挖掘本土民族
文化背后的资源和故事，让更多群众
了解苗族历史、热爱苗族文化、感受
民族文化魅力。同时，我们采取‘党支部+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四方利益联结机制，把更多的力量
凝聚起来，大力发展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产品设计、
制作、销售，在文化传承中发展壮大民族刺绣产
业，让民族文化品牌‘走出去’，让更多群众增收致
富。”王荣毕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白净美”的人居环境、乡土味与现代
气息相融的直播小院、高端大气的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设施齐全的康养中心……
走进寿光农村，除了田野里成千上万的蔬
菜大棚，许多村庄里的另一番景象，也让人
惊艳。

“我们寿光农民不光会种蔬菜，还会
‘玩’现代化工具，不但会搞农业生产，还会
搞文化产业，能吃苦耐劳，也懂得生活。”寿
光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介绍。

这些年，随着蔬菜产业的发展和美丽
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寿光的乡村面貌、农
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质量
也有大幅提升。

村民直播，农业村成了网红村

“这款羊角蜜又脆又甜，想吃瓜的宝宝
们，赶紧购买！”5月17日，在位于洛城街道
寨里村的一个直播小院里，一名女主播正
推介当地出产的羊角蜜甜瓜，直播台上堆
满了五颜六色的蔬果。

这样的直播活动几乎每天都在寨里村
上演。

寨里村原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村，大部
分村民以种植大棚蔬菜为业。2018年，该
村迎来了新发展，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
术试验示范基地兴建，村里一半土地被流
转，部分菜农转为园区产业工人。当地政
府和村“两委”抓住这一机遇，请来专业机
构对寨里村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相继建
成了汉唐历史文化主题街、唐风广场、唐风
田园LOFT……一个古色古香的汉风唐韵
主题村渐渐成形。

为了培育新业态，2020年，洛城街道
和寨里村把握直播电商发展的新机遇，将
寨里村定位为寿光蔬菜产业的直播营销中
心，改造了10多套闲置农家小院，招募直
播创业团队入驻。当年，鲜馥电商、古月传
媒（MCN公司）、笑迎商贸、寿光农发集团
等电商团队先后入驻寨里，依托当地资源，
开展直播售卖等活动。

“鲜馥”是寿光一家有名的农产品电商
公司，入驻寨里村后，年轻团队坚持每周6
场直播，通过讲解、烹制、到蔬菜大棚直播
等多种形式，介绍当地蔬果等农产品，先后
打造了贝贝南瓜、蜜薯、羊角蜜甜瓜、绿宝
甜瓜、三色小番茄等网红产品，每周直播带
货营收达到了400万元。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还搭建全民电商培
训体系，并依托入驻村里的直播电商和短视
频创业团队，实施“网红+菜农”“创业者+原

住民”模式，带动村民一起发展直播产业。一
年多来，当地部分菜农也成了直播达人，通过
直播和短视频销售自己种植的蔬果，实现了
增收致富，也推动了寿光蔬菜外销。

农文融合，村民生活丰富多彩

整洁的村道村巷、花草鲜艳的小公园、
文化味浓郁的村中心广场、设施齐备的文
体活动中心……走进洛城街道韩家牟城
村，一股清新气息迎面扑来。

韩家牟城村也是一个农业村，多来年，
村民靠种植大棚蔬菜，收入不断增加，生活
越来越富裕，但村里的人居环境有待改善，
曾是洛城街道村容最差的村，村民文化生
活也不太丰富，成为乡村振兴的短板。

近年，通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牟城村拆除了村民私搭乱建的车库、厕
所和柴火堆，堵塞的道路实现了巷巷通、户
户通，垃圾堆、污水坑得到了彻底整治。随
后，村里建起了仓颉书院、书香房、国学堂、
民间艺术传承馆、创客工作室等2万平方
米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不但吸引了市

区学校的师生前来研学，还引来一些企业
和手艺人到村里开办艺术创作室。随着公
共服务设施的增多和完善，村民的文化生
活也越来越丰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看到，一
些村民正在村民活动室兴致勃勃地打台球、
下象棋、打扑克，在文化中心练习书法、创作
国画；一群游客在村里的文渊湖畔观光。

韩家牟城村支部书记韩祥国介绍说，
牟城村相传是中国造字之父仓颉的故乡，
近年来，他们深入挖掘这一资源，以生态、

生产为基，以文化为魂，走一条农文旅相融
合的乡村振兴之路。“人们以为寿光人只会
种大棚菜，现在事实证明，我们也热爱文化，
也会搞‘文化+’经济。”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寿光市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如今，许多镇街和村庄都建
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让乡下居民也和城
里人一样享受到了温暖的“文化阳光”。

生态发展，群众的幸福感提升

5月18日，临近中午，双王城生态经济
园寇家坞四村的博瑞康养中心餐厅已经坐
满了前来就餐的老人。

这些老人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家里
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一日三餐很难料
理。2020年，寇家坞四村通过上级政策扶
持、村集体筹资，建设了康养中心，每天为
村里的老人提供中、晚两餐，老人只需交几
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在这里就餐。除此
之外，中心还建设了多处活动室，提供免费
看电影、休闲娱乐和60岁以上老人免费洗
澡等服务。“村民们普遍反映很好。”博瑞康
养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了解到，如今，双王城生态经济园
已在寇家坞联村等村建有这样的康养中
心。近年来，生态经济园区推进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发展，让老人老有所养，也让在外
务工的年轻人少了后顾之忧，大大提升了
群众的幸福感。

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地处寿光北部，土
地盐碱化程度较严重，过去种植业不发达，
农民收益不高，村集体经济也比较薄弱。
近年来，生态经济园区依托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进一步完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不仅
解决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还降低
了土地盐碱化程度，使土质得到了一定改
善，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和村“两委”积极引
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参与寿光蔬菜产业
发展，收益明显增加。

记者在巨淀湖湿地公园和寿光林海生
态博物园亲身感受了芦苇荡漾、鸢飞鱼跃
的生态环境。双王城生态经济园有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生态经济园突出水生态，
做足水经济，在做好生态修复的同时，先后
建成了世界游乐场、动物园、水世界等，发
展生态旅游，让“静”的湿地“动”起来，带动
了周边村的农户和村集体增收。

“乡村振兴不能落下一个人。”双王城
生态经济园有关负责人介绍，解决农村留
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是寿光市也是生态经济
园改善民生的一个突破点，下一步，他们将
重点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带动更多
村民增收致富。

“村民自己作主”有助乡村治理

寿光乡村的美丽蝶变寿光乡村的美丽蝶变

近日，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涪洋镇水坝村茄子
基地，20余名村民在栽种茄子，呈现一派热火朝天
的场景。

“为了响应县委组织部打造特色党建品牌的要
求，今年，我们引进种植大户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
赚。如果成功了，明年群众就会自己干。”正在茄子
基地指导工作的涪洋镇镇长李春江介绍。

该基地由水坝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牵头，以种植
大户为主体，村民以土地入股分红的形式参与蔬菜
基地建设，面积约为150亩，亩产约3万斤，每年可
为集体经济增加2万元的经营性收入，还为当地村
民增加了就业岗位，提供了在家就业的机会。

（田伟）

““干给群众看干给群众看
带着群众赚带着群众赚””

巾帼兴农兴农

贵州务川县打造特色党建品牌

看寿光看寿光乡村振兴 ③③

屋场会、坝坝会是很重要的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办法，还提供了一个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的沟通

平台，通过互动可以达成村庄共识。这个共识既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约束，又可以形成强大正能量。

小麦新品抗性时间增长小麦新品抗性时间增长

日前，中科院成都生物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川
育29”示范田在四川绵阳验收。据介绍，该品种聚
合了4个抗条锈病基因，抗性至少能保持在3至5年
以上，改变了过去其他抗条锈病小麦品种抗性只能
保持一两年的状况。

据预测，“川育29”每亩产出约550公斤至590
公斤。相比传统的不抗病的品种或者是老品种，其
增产幅度在10%左右，按当前市场价折算，每亩增
收120元。 （据《科技日报》)

高花青素鲜食玉米甜度高高花青素鲜食玉米甜度高

日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召开现场
观摩会，展示了“高花青素鲜食甜糯玉米”的生产情
况。观摩会展示的高花青素鲜食玉米新品种、新组
合20个，整体表现色泽亮丽、品质优良、产量高、抗
性好，其中，“粤甜黑珍珠1号”“粤黑甜糯2号”、新
组合8、新组合9等4个品种花青素含量高，甜度高、
皮薄少渣。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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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打造的寨里村街景。

▲ 韩家牟
城村村民在文体
活动室打台球。

▲

鲜馥电
商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他们打造的
网红产品。

寿光林海生态博物园一角。

网红村网红村、、文化村文化村、、生态村生态村，，村村惊艳村村惊艳；；新业态新业态、、新人居新人居、、新康养新康养，，农民会种菜农民会种菜，，也懂生活也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