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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贤”，即是泛指
农村的各类能人，或有“一技
之长”或“一专多能”的复合
型人才。在“乡贤”这个群体
中，大都是当地通过技能培
训和实践锻炼成长的“拔尖
人才”，也有少数是外地“引
进人才”，还有返乡创业的农
民企业家和专业能手。他们
在建设美丽乡村、加快乡村
振兴中，确实发挥了人才引
领和技术支撑作用，深受农
民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然而，近日笔者下乡调
研时，一些农民群众反映，有
的地方对“乡贤”重视不够，
使用也不得力。在谋划制定
产业发展规划时，只限于村

“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党
员代表参加，不注意发挥“乡
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
用。比如，农民搞庭院美化
设计、发展水果、蔬菜大棚生
产、农产品销售、储藏、加工
等，都是农民自己找到“乡
贤”对接，缺乏集体出面组织
协调，致使许多“乡贤”成了
挂名的“闲人”，没有一定的

“用武之地”，不能充分施展
才能和技术，使发挥“乡贤”
作用变成了一句时髦的口
号。

实践证明，实现乡村振
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根
本。“乡贤”作为一种乡土人
才，既是当地的科技带头人、村民致富增收的参谋助
手，也是参与农村治理的有生力量，不可忽视和轻视。
对此，笔者建议：一是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让他们有“存
在感”和应有的“价值观”，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威
望。二是乡镇村可成立“乡贤”管理协会，建立和完善

“乡贤”信息库。三是充分发挥“乡贤”的积极作用，根
据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农民的实际需求，开展“点对点”

“结对子”活动，农民有事可“随叫随到、有事必到”，及
时破解一些生产和就业方面的难题。四是在农业技术
培训中，尽量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乡贤”开展“课
堂授课”和“现场指导”，让农民听得懂、易掌握、用得
上、受益快。五是“乡贤”也要主动作为，热心服务农民
群众，经常走村串户，了解农民需求，做到心中有数、有
的放矢。莫搞“技术封锁”“拿一把”“留一手”的做法，
用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树立良好
的人才形象，共同营造“乡贤”助农、人才兴村的良好发
展环境。

近日，文水县南张村国海农业种植合作社种植的
200多亩胡萝卜喜获丰收，亩产达 8000余斤，每斤销
售价0.5元，亩均收入4000多元。图为文水县北张乡
南张村菜农在收获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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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霍
爱兰） 金秋十月，正是辣椒采摘的黄金
时期。在石楼县石楼小镇社区的党群
服务中心门口以及 B区小广场上，火红
的辣椒堆成一座座小山，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居民们三五成群，或背着袋子，
或提着小桶，在这片“辣椒海”中忙碌地
穿梭，采摘着成熟的辣椒，构成了一幅
生动的秋收图景。

石楼小镇社区是石楼县面积最大、
人口数量最多、人员分布最杂的易地搬
迁社区。为了帮助这些易地搬迁的移
民户拓展增收渠道，社区积极与辣椒种

植加工企业对接，引入适合当地种植并
且市场前景好的辣椒产业。这些企业
将成熟的辣椒苗运到社区，让居民们在
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打工”创收。

刘女士是这次辣椒采摘活动的受益
者之一，她开心地说：“我已经在这里摘辣
椒一整天了，能挣到六、七十块钱。而且
这里离家很近，干这个活也很自由。”

据柳林县漫山红旱椒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李拥爱介绍，他们公司今
年种植了 1000 亩的辣椒，可以为当地
的居民提供半个月左右的采摘辣椒工
作。采摘的辣椒将由公司统一收购并

加工，每人每天的收入大约在 50 至 60
元左右。这样的工作机会对于当地居
民来说非常宝贵，不仅可以增加他们的
收入，还可以带动社区的发展和繁荣。

这次石楼小镇社区组织的“摘辣
椒”活动累计受益人数达到了 1600 人
次 ，人 均 收 入 也 达 到 了 2000 元 左 右 。
这对于社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无疑是一
次有力的推动。社区居民通过参与这
次活动，不仅增加了自己的收入，还感
受到了社区的关怀和支持。同时，这也
是石楼小镇社区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个缩影。

石楼县石楼小镇社区

“摘椒工人”采摘忙 居民增收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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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间最美是秋色，最美秋
色是丰收。10月 14日，为期一周的孝义
市兑镇镇“柿红醉深秋，美丽乡村游”第
四届“牛心”柿子文化旅游节在该镇新民
村热闹开启。整个通往村庄和千亩牛心
柿子采摘基地装饰与丰收氛围传递着

“柿红醉深秋，美丽乡村游”这一主题，为
慕名而来的游客献上一场“柿”觉盛宴。

此次文化节有现场采摘、直播带
货、柿子削皮体验、特色产品展销、传统
美食展销以及文艺节目表演、柿子文化
园观光、观赏品味原生态农耕文化等多
项活动，旨在挖掘柿子文化，促进农民
增收，让游客天天有看的、顿顿有美食，
全方位展示当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孝
义“牛心柿子”，并以柿为媒、以节会友、
集聚人气、营造商机、共谋发展，引八方
来宾旅游，形成集农业开发、品牌推介、
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柿子经济。

据悉，孝义牛心柿子在当地有超过
300 年的种植历史，境内 4 个乡镇（街
道）、11 个自然村种植面积达 3000 多
亩。其中，仅牛心柿子节举办地新民村
柿子种植面积就有 1000 余亩，年产量
达 50多万斤，是山西有名的柿乡。

近年来，兑镇镇高度重视农业产业

发展，紧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因
势利导，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立足美丽
乡村风景线，积极谋划南垣柿乡文旅融
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新建柿子加工基
地、主题广场、柿子采摘园、柿子博物馆，
推进了现代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推
动了柿子产业节节攀高，乡村旅游欣欣
向荣，产业规模、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朝着引领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稳步迈
进，使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初步

打造成为主题特色鲜明、功能设施完
善、乡村乡情浓郁的乡村旅游重点村。

连日来，来自太原、介休、平遥和周
边县市的游人和摄影爱好者背着相机走
进千亩牛心柿子生产加工基地，拍摄采摘
柿子的乐趣。众多游客品尝着“牛心柿
子”和柿子油条、柿子油糕、柿子窝窝头
后，也顺便带上些回去，让亲朋好友分享
甘甜的同时，也收到一份美好的祝福和祝
愿——“柿柿”如意，红红火火。（李竹华）

柿红醉深秋 美丽乡村游
孝义市兑镇举行第四届“牛心”柿子节

当
地
农
民
在
展
示
柿
子
加
工
技
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