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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3 月 16 日电(记者
高一伟 )一年半时间内建成 616 个
“颐养之家”、惠及老人 7615 名……
2016 年底以来，为破解农村留守、独
居和贫困老人养老问题，江西新余市
从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入手，探
索党建与民生融合、低成本可持续的
“党建+颐养之家”农村居家养老新
路，在新余全市 413 个行政村全面
推行。

多种模式：营建“颐养之家”

符梅高老人是一位 79 岁的老党
员，在江西新余市渝水区水北镇金星
村的“颐养之家”里负责日常管理工
作，谈起在这里的生活，老人说：
“吃得好，睡得香，聊得欢，村里的
老人们都想来！”一年多来，老人们
在“颐养之家”不仅解决了一日三
餐，更得到了精神慰藉，日子过得很
有滋味。

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普遍外出
务工，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日
益凸显。 2016 年底，新余市 60 岁
以上老人达 17 . 39 万人，六成在农
村留守。

新余市农村“颐养之家”在 2016
年底开始建设，由当地政府部门、社
会团体、商会组织以及本地企业家共
同参与。建设经费属一次性投入，按
照每个行政村 10 万元的标准补贴，
由市、县、乡镇三级财政按 4：4：2 比
例分担，采取“政府补贴、村级配套、
社会捐助、个人出资”等多种模式，做
到财力够得着、基层办得起、老人负
担得起。

具体操作上，年龄在 73 岁(含)
以上或生活能够自理的独居、困难老
人，自愿“入家”的须与其儿女签订协
议；费用按每人每月 350 元左右标准
(主要是餐费支出 )，个人负担 200
元，市县财政负担 100 元，其余来自
乡村自筹和社会捐赠。去年一年，就
有本地民营企业家等各界爱心人士
捐款 1500 多万元，确保“入家”老人
“老有所养”。

党员干部：服务“颐养之家”

记者在新余市委组织部采访了
解，新余市把“党建+颐养之家”作为加
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向乡镇派出党员干部服务“颐养
之家”建设运作。

新余仙女湖区欧里镇白梅村的
“颐养之家”，卫生室、阅览室、文娱
活动室一应俱全。“这些都是村干部
向上级争取来的。”管理员习继龙介
绍，这些配套设施丰富了老人们的
日常生活，让“颐养之家”的人气越
来越旺。

新余市还明确了村支书、村主任
或村小组长作为“颐养之家”责任人，
组织“颐养之家”的老人们创建“亲情
微信群”，安装“亲情千里眼”，设立“亲

情聊天室”，让老人能够与远在他乡的子女随时“面对面”聊天。同
时，这些责任人也会组织有文艺特长的村民、志愿者以及剧团，在一
些节日到“颐养之家”开展文艺表演等志愿服务。

新余的“颐养之家”多设置在老人较为集中、交通相对便利、辐
射距离较近的村小组，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近“入家”。“颐养之家”所
在的基层党组织通过开展送餐制、寄养式、志愿服务储蓄化和农村
老人团体小额意外伤害保险等方式，尽量满足留守老人的不同需
求。

自助互助：完善“颐养之家”

在新余“颐养之家”，记者不仅能够感受到基层党组织的用心
付出，还能从老人们日常的互助相处中感受到他们的“老有所
为”。去年，新余分宜县操场乡上松村 79 岁老人黄金秀，和其他二十
几位老人一起住进了村里的“颐养之家”。入住不久，曾当过村妇女主
任的她，自愿义务担任“颐养之家”的理事，每天一大早，起来打扫卫
生，帮着炊事员准备饭菜，过得非常充实、快乐。“这是我们过上好日
子的新家！”黄金秀说。

据了解，“颐养之家”建立完善了炊事员、食品采购员、老人用餐、
环境卫生管理、志愿者服务等各种自助互助管理的规章制度，引导鼓
励老人在“颐养之家”实现自我管理。

新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简桂生表示，下一步将在细化管理方面
探索“颐养之家”的可持续运作。比如，在部分条件允许的村子，
村集体将为“颐养之家”提供“自留地”，让有劳动能力及劳动需
要的老人进行轻微的养殖、种植劳作。这样，一来有益于老人身心
健康，亦可生产老人部分日常生活所需，提高“颐养之家”的“造
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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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3 月 15 日电(记者农冠斌)“很多人觉得返乡创业
很光鲜，但实际上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关键时刻如果没有政府大
力支持，我们的发展哪会这么快？”记者近日在广西来宾市象州县水
晶乡采访时，蜜满红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小芳说起创业，
深有感触。

当年返乡创业之初，面对缺资金、缺技术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曾
小芳一筹莫展。2016 年，在政府帮扶下她争取到 15 万元贴息贷款。
2017 年 3 月，在政府引导下，曾小芳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目前合作社
吸收社员 150 多人，种植砂糖橘达 1000 多亩。去年 20 多户贫困户在
她带领下脱贫致富。

曾小芳的经历，是来宾市众多返乡人才创业的一个缩影。时下，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如何更好地营造创业环境，更好地
扶持成长型企业发展，成为有关部门关注的问题。

来宾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奉海峰介绍，近年来，来宾市重
点实施“万才返乡，共建小康”计划，实施培训扶持、产业扶持、
财政金融扶持、电商扶持、组织扶持五大扶持行动，努力让返
乡人才留得下、干得好。

在来宾市，记者还见到多位返乡创业人员，他们也都像曾
小芳那样，各显神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力量。

兴宾区陶邓乡河村村民梁武 2014 年返乡创业，如今建起
2000 亩油茶种植基地，年养殖瑶鸡近 4 万羽，带动 300 多户
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产业。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田村陶柳利四姐弟辞掉在外地的导游
工作，返乡经营瑶族原生态美食、瑶医瑶药瑶酒养生保健、瑶
寨风情休闲旅游，年营业额达 500 多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40
余个，带动周边 10 余家旅宿、餐饮企业共同发展。

象州县大乐镇那芙村村民黄小龙，从广东返乡投资
开发“欢村购”网站和 APP，为解决电商扶贫“最后一公
里”问题迈出实质性一步，平台成立以来已实现上亿元线
上交易，带动上千户贫困户参与发展。

为全面摸清外出务工经商人才具体情况，来宾市还
开展了返乡人才调查宣传大行动，对有返乡创业意愿和
能力的人才，县、乡、村分别确定三级重点人才名单，指
定专人联系动员、跟踪服务。

“争取到 2020 年，‘万才返乡，共建小康’计划吸引 1
万名以上外出务工经商人才返乡创业，由外出务工经商
人才领办、创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000 个以上，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带动更多农民群众
脱贫致富奔小康。”来宾市委书记农生文说。

来宾筑巢引凤，“万才返乡共建小康”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记者白田田、郭强、张海磊)
阳春三月，陌上花开。随着油菜花由南向北染黄大地，各地
油菜花节竞相登场，游客纷纷前来赏花，一些偏远山村也成
了“网红村”。一朵小小的油菜花，不知不觉描绘出农村美、
农民兴、农业富的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花开了，农村面貌扮美丽

“金黄灿灿染三春，映日摇风自散馨。”为期 40 天的第
五届四川广汉油菜花季正在进行。驱车行驶，路两旁金黄色
的油菜花仿佛黄颜料打翻在川西大地，与远处的农家乐相
映成趣，宛如一幅幅田园风景画。然而，仅在几年前，这样的
农村可能还是另外一番景象。每年春耕之前，农田里残留的
是一茬茬枯萎的水稻秸秆，显得了无生机。

“单纯种油菜挣不了多少钱，有段时间，大家都不愿种。”
家住江西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的曹日泉说。谁曾想，如今婺
源 10 万亩油菜花次第开放，金黄色的花海与粉墙黛瓦的徽
派建筑交相辉映，这让婺源获得了“中国最美乡村”称号。

湖南油菜播种面积多年位居全国第一。3 月 17 日，首
届湖南油菜花节将在衡阳县开幕。名人故里赏花文化之旅、
自然山水赏花休闲之旅、田园风光赏花体验之旅 3 条旅行
线路，串起当地乡村的自然人文景点。

这朵传统上用来榨油的黄色小花，越发凸显出其观赏
价值。

衡阳县杉桥镇白石园村第一书记刘云华说，全村油菜
种植面积最少时不足千亩，而且不成片，没有什么景观可
言。现在 1700 多亩油菜花连成花海，村里还专门修建观景
台，拓宽游道，“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走在广汉市西高镇，看到在油菜花海掩映中，一个
个美丽新村坐落其中。“以前为了发展旅游拆掉一些老房
子，老百姓非常不情愿，现在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主动

进行农房改造。”西高镇党委书记钟力说。

人来了，农民生活添活力

乡村振兴，人是关键。以往每年春节过后，年轻人大
多外出打工，农村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小孩，成为“空心
村”。而随着油菜花旅游的火热，农村集聚了越来越多的
人气。

广汉市西高镇，自 2014 年开办油菜花季以来，吸引
游客 200 余万人次。游客来到西高油菜花公园，可以漫步
花海，体验农耕文化，还可以乘坐热气球、高空滑索。因油
菜花而闻名的婺源，去年油菜花开的高峰期，景区接待游
客达 475 万人次。

贺代青和陈薇夫妇在西高镇油菜花景区周围开了一
家名叫“花海人家”的农家乐。“这几年明显感觉游客越来
越多了。”陈薇说，他们的农家乐今年又扩建了 10 个包
间。像“花海人家”这样的农家乐，在西高镇有 36 家。

眼看着家乡的油菜花越来越热，在外打工的曹日泉
前几年也回到了老家婺源，将自家两亩多地流转给景区
统一种油菜，自己则开了一家农家乐，年收入 10 多万元。
“过去，我们村 800 多人有近一半在外打工，现在基本都
回来吃上旅游饭了。”

农民从小看到大的油菜花，正成为带动他们增收的
“致富花”。

“农村变得热闹，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刘云华说，
近年来，白石园村 10 多位在外工作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白石园村也由一个偏远贫
瘠的山村，变成了小有名气的旅游度假村。

湖南临澧县白云村，不少人慕名而来。在这个山坳坳
里，沈昌健和父亲沈克泉潜心研究油菜品种，成为“感动
中国”的“油菜花父子”。沈昌健欣慰地说，过去他和父亲

是孤军奋战，现在很多人认识到油菜花的价值，并且愿意
到农村发展，乡村振兴肯定有希望。

村富了，农业产业增动力

“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从“食用之油”
到“旅游之花”，油菜花的附加值大幅提升，俨然成了“软黄
金”。

去年油菜花盛开的高峰期，婺源旅游综合收入 29 . 6
亿元，预计今年还会更高。在西高镇，去年油菜花季带动
基地内群众人均增收 2600 多元。原来“藏在深山人不知”
的剁辣椒、红薯干等农副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传统方
法压榨的菜籽油被预订一空，农户因此增收不少。

江西万安县高陂镇高陂村的罗正辉家有 10 亩地，过
去种水稻、油菜，年收入只有 1 万多元。这两年，他将 10
亩地全部种油菜，并开了一家农家乐，年收入有六七万
元。“单纯搞农业挣不到多少钱，必须一二三产融合才有
出路。”虽然文化水平不高，罗正辉却摸索出了致富的门
道。

事实上，油菜花非常适合发展成为一二三产融合的
“第六产业”。除了观光旅游，湖南省农业部门还在进一步
挖掘油菜的“油用”(推广双低油菜品种)、“菜用”(种植油
菜菜薹)、“肥用”(作绿肥)等功能。

一朵小小的油菜花，也带来了乡村振兴的新启示。
在江西农业大学的油菜花试验田里，红色、橘红色、

桃红色、白色等各色油菜花竞相绽放。江西农业大学农学
院青年教授付东辉说，这些五颜六色的油菜花，可以更好
吸引游客眼球，防止审美疲劳。

在付东辉看来，乡村除了提供农产品，还有休闲、旅
游甚至教育等多重价值，应该在这些方面更多发力，形成
推动乡村振兴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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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张斌)58 岁的贫
困户张举，家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引
镇龙渠村，这里距西安市中心 30 多公
里。但早前，这段并不算多长的路程对于
张举来说却显得漫长。“想去城里干活，
但是老婆残疾，把人绑住了。”

与张举不同，57 岁的村民骆乃民曾
常年往返于西安城和龙渠村。上世纪 90
年代，他去城里看人家做服装生意，自己
回来也做，卖到第七年，发现老款式“把
顾客都卖没了”，索性关了门。

“裁缝匠”开始转行做彼时流行的煤
气灶，生意不景气，他又转行。这一次，他
去城里学会了做防盗门，但随着“市场竞
争越来越厉害”，他发现“离关门‘大吉’又
不远了”。

他又去城里转悠，发现“城市里到处
都是草坪，绿油油的，像村里麦地”。骆乃
民跟人一打听，草皮都是从南方运来的，
价格不便宜呢。骆乃民发现，按照市场行
情，一亩草皮的利润是一亩麦子的三四
倍。他嗅到了商机，打算转行种草皮。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不但更谨
慎，而且也更具有前瞻性。骆乃民先去
西安市周边考察，发现并没有从事这一
行的。他买来书翻看，草皮要种在黏土
里，村里土壤正适合，且草皮种植打理
并不难。加上村里有闲置土地可以流
转，离西安也近，可以随时把客户接来
现场看。

2009 年，他下定决心流转来 50 亩
土地试种。他每天坚持记录天气变化，8
年里他自己总结出了气候规律指导种
植；为了提高草皮的品质，丹麦、加拿大、
美国的草种他挨个试；别人地里种的草
长啥样，他也要到田边去看看。

骆乃民把大专毕业的儿子也叫回来帮忙。开始时，他供
给小区做绿化，后来西安新建的大型公园也找他买，再后
来，宁夏、山西的客商也寻着名气来了。

不仅是骆乃民，越来越多的引镇人加入种草皮的队伍
里。如今，骆乃民的草皮面积已经扩大到 200 亩，市场销路
也逐步打开。他开始把村里的贫困户和没法外出务工的村
民也叫到地里干活，还让贫困户入股，并保证年底分红。

“自己弄得好算啥么，得把村里带动起来才算本事。”骆
乃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龙渠村的党支部书记。

“书记说年底分红，结果年底还真的拿了 5434 元到我
屋里来了，把人高兴的。”张举说，今年脱贫肯定没啥问题。
2 月 1 日，张举人生头一次站在了铺着红毯的舞台上，很是
激动，他成了 33 名“引镇榜样”之一。

引镇街道办主任李强说，不少农户从“绿色产业”中不
但收益颇丰，有了精气神儿，而且村容村貌也变化很大，古
镇逐渐有了新的韵味。“下一步我们准备将镇里现有的草皮
合作社进一步合并，成立协会组织，提升品质和销路，带动
更多群众早日脱贫。”

稻农们的“头脑风暴”
一年之计在于春。南方备耕时节，3 月 6 日晚上，在

江西宜丰县稻香南垣生态水稻专业合作社中，一场谋划
升级发展的“头脑风暴”正在展开。

天色擦黑，一吃完晚饭，合作社十多名管理人员和社
员代表就匆匆赶到会议室。几句寒暄后，屋里顿时热闹起
来。“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合计下今年怎么干。大家出出
点子，提提建议。”晚上 6 点半，看着人都到齐了，合作社理
事长姚慧峰抛出话题。

“去年生态有机稻产量和市场很好，合作社和社员收
益都不错。今年应该把种植规模再扩大一些，多生产一
些。”合作社会计王姚飞说，去年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约 25
万斤，产值 220 多万元。除去按合同收购社员稻谷的支出
和合作社运营成本，每亩利润还有上千元。

“我也想扩大规模，带领更多乡亲致富。所以，我准备
将合作社股权下放，让社员不仅是合作社的种植加盟户，
还是整体资产的股东，吸引更多人和资源加盟，大家觉得
可不可行。”姚慧峰说。

“我觉得这对扩大规模和提升经营质量都有好处。”副
理事长姚孝平接过话茬说，这样社员不仅能通过种植稻谷
挣钱，还可参与其他生产环节的经营利润分红，能调动大
家入社入股和干事的积极性。

去年刚入社就尝到种生态水稻甜头的姚幸福当场表
示，要多签 10 亩田的生产合同，同时还想入股。

“我不是泼冷水，扩大规模是好事，但也要预防盲目
求大的风险。今年种植面积做多大，每户可以入多少股，

每股定价多少合适，大家要认真讨论讨论。”合作社理
事会成员姚兵说。针对姚兵提出的问题，在场的代表
你一言我一语，最后议定每股 2000 元入股，每人最多
5 股，拥有股份的社员同时必须有土地加入合作社。

在热火朝天的讨论中，刚商量完扩大规模的事，经
营结构调整又被提了出来。“目前，合作社主打产品是生
态有机米，品种较单一，应考虑多样化种植，向市场提供
更多种类的生态农产品，降低市场风险。”副理事长王武
臣说。

“武臣提的好，现在做农业思路上‘花样要多’。今年有
机蔬菜、生态米粉等可多生产一些；还可考察下‘农业+休
闲游’的市场。”姚慧峰说，这方面其他合作社已经闯出了
不少路子。现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也鼓励农业新业态
和发展新模式探索，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

……
夜色渐浓，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10 点，会议室中的人

们却丝毫没有倦意。新产品宣传推介方案、理事会成员职
责细化、管理人员工资调整……一项项决定经过讨论后
出炉。

2011 年，姚慧峰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创建了稻
香南垣生态水稻专业合作社。从只有 30 亩“试验田”发展
到今天，合作社已成为社员致富的寄托。

“晚上天气还有点冷，但这一场讨论让我心里热乎乎
的。”贫困户姚二华说，加入合作社干，觉得越来越有奔头
了。 (记者秦宏)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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