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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蕴藏在徽文化中的“善治基因”
□ 本报记者 程向阳文/摄

徽文化蕴含着“讲仁爱、守诚信、崇正
义、重谦让、尚和合”的优秀经世智慧和德
治基因。我市深入挖掘徽州传统乡村治理
中的优秀文化，从徽州文化中汲取营养，激
活徽文化“善治”基因，推动徽文化与乡村
治理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 我 愿 意 让 出 土 地 ，支 持 村 里
修建道路。”日前，在祁门县塔坊镇
响潭村“和事佬”工作站内，“和事
佬”余小勤和村民余时珍就村里修
路一事进行商谈。两人你一言我
一语，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余时珍
同意无偿将自家门前约 50 平方米
的 土 地 捐 献 出 来 ，给 村 里 修 建 道
路，方便村民更好出行。

响 潭 村“ 和 事 佬 ”工 作 站 建 于
2021 年，旨在充分发挥群众自治在
村庄建设和矛盾纠纷调解中的作
用 。 三 年 来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老 党
员、乡贤的加入，“和事佬”工作站
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全村第一时
间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在 98.9%以
上。2023 年，响潭村获评第三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歙县溪头镇蓝田村是有着行善

好义传统积淀的千年古村。为让先
贤事迹更好地激励后人，该村着力
打造乡贤文化品牌，挖掘古贤事迹，
整理名人史传，编写家庭和睦劝善
歌，通过文化墙、乡贤馆等向村民展
示。

今日蓝田又成就了一段“蓝田
米街”的美德佳话。当地村民告诉
记 者 ，“ 蓝 田 米 街 ”原 是 一 条 只 能
供人穿行的小巷，如今村民生活越
来越好，许多村民家都有了汽车，
通行颇为不便。汪顺仙、叶逸文、
江建新三户村民主动把房子临巷
的 墙 拆 掉 ，退后一米多，方便乡邻
出行。“蓝田米街”因此得名。

休
宁 县 五
城 镇 月
潭村是一
个 有 90 多
年 历 史 的 古
村 ，村 民 一 直 保
持着敦亲睦邻、团结和谐
的文明乡风。2022年，月潭
村积极倡导“你让我让，让出
美丽乡村”的理念，党员带头，
村民参与，共建美丽和谐家
园。村民汪功旺和哥哥主动
让出部分菜地，党员余时来、汪有德
捐砖、捐瓦、捐老石头，村民汪德福
捐款 2500 元，施工负责人吕胜利带
头拆除自家的老旧危房……

近 年来，我市充分发挥村民自
治力量，引导村民参与和美乡村建
设，涌现出许多“新六尺巷”故事，这
些都成为了乡村治理的重要推 动
力。

乡村治理新图景

在黟县西递镇西递村，有一座名为
“大夫第”的建筑造型别致，是游客打卡
的热门景点。堂前悬挂一副楹联，上
书 ：退 一 步 天 高 地 阔 ，让 三 分 心 平 气
和。建筑和楹联的背后，是一段“与人
方便”的美谈，跨越百年，流传至今。

清代道光年间，开封知府胡文照
在修缮祖居“大夫第”时，考虑到行商
走贩拉货挑担不易，于是主动将处于
闹市的正屋墙角削去三分、侧门墙界
后 退 半 米 ，并 在 门 额 题 写“ 作 退 一 步
想”五个字。

“作退一步想”虽仅有五字，却是古
徽州“息纷止争”文化精髓的实物见证，也
是今日黄山乡村治理的重要文化因子。

在徽州区岩寺镇富山村，有一间集

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多项
职能于一体的“解忧杂货铺”，为群众的
烦心事提供“最优解”。

为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富山村借鉴
吸取“作退一步想”工作法的成功经验，
创新打造了“解忧杂货铺”，将富山村综
治中心建设成让矛盾在一线化解、让民
忧在一线解除、让民需在一线满足的一
站式解忧平台，走出了一条“急难愁盼
事事有解、老中青少人人无忧”的“富山
探索”之路。

近年来，我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过程中，着力挖掘徽州文化的“善治基
因”，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使之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
要时代推力。

“参与‘双园创争’加 6 分；乱搭
乱建扣 6 分……”这是屯溪区阳湖
镇兖溪村推行的积分制做法。兖溪

村 500 多户村民全部上榜，以户为
单位，分值 100 分，表现好的加分，
表现差的扣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

酱油、盐、毛巾、茶杯、伞、洗衣液等
奖品。每季度开展一次评比活动，
并张榜公布结果，对分数低于 95 分
的户亮黄旗。

兖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赵建斌说，兖溪村推行《村规民约
积分制管理考核办法》以来，扣分户
越来越少，加分户越来越多，户与户
之间正向比拼，树立了乡村文明、诚
实守信、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新风
尚，形成以遵守村规民约为荣、违反
村规民约为耻的良好氛围。

一艘游船溯水而上，将清澈的
江 面 推 开 ，仿 佛 写 出 一 个 大 大 的

“美”字，歙县深渡镇大茂社区就坐
落在这岸边。

“做好事得 5 个积分，举报违法
犯罪得 15 个积分，踊跃应征入伍得
500 个积分”……大茂社区“信用好
超市”内，村民凌有仙正在用积分换
取生活用品。

让诚信增“值”，德者有“得”。
近年来，大茂社区创设“信用好超
市”，建立积分兑换制度，成为推动
大茂乡村治理的平台之一。全村连
续多年保持零诉讼、零上访、零不良
贷款的“三零社区”口碑，并获评“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新六尺巷”

文化善治解民忧“作退一步想”

崇德向善润村风小积分

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现
代农业不断发展，有着丰富知
识、技能、技术的“新农人”们投
身农业农村发展，在田园织梦，
带动乡亲一同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持续焕发新活力。

在歙县北岸镇瞻淇村老街
的一处临街铺子内，几名老人正
在手工编制鱼灯。在“家门口”
就能靠着手艺换取收益，找到致
富门路，是因为有了“新农人”
汪观海的带动。汪观海是瞻淇
鱼灯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近
年来，瞻淇鱼灯声名日盛，汪观
海传承和传播瞻淇鱼灯的积极
性高涨。他进一步升级瞻淇鱼
灯的制作材料及形象，手把手
教授村里的老人和大学生们鱼
灯制作工艺，为村民提供“家门
口”就业岗位。截至目前，汪观
海已带领大家制作鱼灯千余条，
销售额 25 万余元。此外，他还
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鱼灯队表
演，累计参与瞻淇鱼灯外出表演
60余次。

“作为歙县‘新农人’，下一
步，我将扩大规模，创建非遗研
学基地，吸引更多游客。”汪观海
说在自媒体传播平台上，“徽州
姑娘”以朴实接地气的推介方式
展示着乡村“小美好”“小美景”、

销售“小美食”“小美物”，获得众
多关注。“徽州姑娘”名叫曹晶，
1995 年出生的她是歙县溪头镇
人。她拍摄发布的视频主要以
宣传农特产品、徽州文化、和美
乡村建设等内容为主，并同步开
展带货直播，已先后拍摄制作了
80 余个村庄视频，带动农产品
销售 100万件以上。账号“徽州
姑娘”，全网粉丝量 60 余万人，
视频总浏览量超 5 亿次。曹晶
说：“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快、传
播广这个特点，深入乡村挖掘特
色文化、传统民俗、风土人情。
围绕‘歙采缤纷’做好土特产文
章，推广我们本地的猪鱼茶菊果
等土特产，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品
质、附加值和竞争力，带动更多
的父老乡亲在土特产提质、农文
旅融合、‘家门口’增收等方面共
同努力。”

当前，歙县正聚焦乡村产业
发展，服务保障各类人才充分发
挥自身在资金、技术、技能、经
营、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让人才
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特色农
产品销售、电商业及乡村旅游
业 等 产 业 发 展 舞 台 上 大 展 身
手，让更多“新农人”田园织梦、
乡村圆梦。

·吴 灿·

歙县：

“新农人”田园织梦

秋 天 正 是 南 瓜 成 熟 的 时
节。在徽州区杨村乡杨村村，当
地人除了将南瓜蒸煮、清炒后食
用外，还推出了一道极具有“记
忆点”的美食，用南瓜作为容器
制作而成的南瓜八宝饭。

一大早，村民朱庆银就拿上
箩筐来到了自家的菜地，为今天
将要制作的南瓜八宝饭准备“核
心”食材。回到家后，他先从老
南瓜顶端切出碗口大小的一个
洞，挖出南瓜籽，再将南瓜清洗
干净，然后在南瓜的最底层铺上
一层糯米和红糖，依次放入枸
杞、核桃仁、红豆、花生米等干
果，在上层继续铺上糯米和红
糖，最后用红枣和葡萄干进行点
缀，加入足量的清水，就可以放
入蒸锅中静待美食出锅了。

“做南瓜八宝饭要选择皮薄
肉厚的南瓜，这样蒸起来更加入
味，不仅外形美观，吃起来口感
也更加丰富。”朱庆银介绍。

高端的食材往往仅需最简

单的烹饪方式，旺旺的火焰将农
家铁锅中的南瓜清香给“逼”了
出来。趁着热气，朱庆银立马将
南瓜八宝饭的“盖头”掀开，用小
刀将外皮切成花瓣状，金黄的颜
色如同绽放的黄菊，干果和红糖
的香甜味在屋内飘散开来。一
道清甜四溢的南瓜八宝饭就完
成了。

刚出锅的南瓜八宝饭，吃起
来糯米粒粒香甜，香软可口，甜枣
和各类坚果与其完美融合，甜而
不腻，软而不烂，在当地人看来，
拥有独特外形的南瓜八宝饭不仅
是顺应季节的一道美食，更是对
当地食材的一种“美妙”探索。

朱庆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
品尝刚出锅的八宝饭。村民谢
阿姨表示：“南瓜八宝饭非常香
甜，里面配料很多，营养丰富。
南瓜八宝饭是我们初秋季节爱
吃的一道美食，用南瓜作为容器
寓意着美满团圆，甜蜜幸福。”

·郑辰 林立桓·

南瓜八宝饭 好吃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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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在休宁县板桥乡大余山生态农庄，游客正在体验采摘
乐趣。大余山生态农庄是集民宿、泉水鱼养殖和水果种植为一体的
综合体，其中种植水果 110 亩，品种有猕猴桃、七月瓜、八月炸、九月
黄、黄桃、徽州桂花梨等。 汪红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