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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这是很多退休老

人的选择。

可在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前坊镇太平村

西湖李家村，有四位退休老人却做出了不同

的选择。

沿绕城高速向东，车行一个多小时，青

岚湖渐渐映入眼帘。“到喽！”与记者同行的

李衍庄指了指前方，临近青岚湖的西湖李家

村一处会议室里，其他三位老人已在等候。

“你这个‘走读生’，今天迟到了。”一位

个头不高、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着说。

“这就是李豆罗，当初就是他带着我们

回到西湖李家村的。”四人坐定，谈笑间，过

去的故事娓娓道来。

退休返乡干事忙
“ 乡 贤 回 村 ，对 村 干 部 的 工

作、对全村发展都有好处”

2010 年 1 月 22 日，时任南昌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的李豆罗退休了。当天下午，他和妻

子胡桂莲就回到了西湖李家村。

退休回乡，建设家乡，李豆罗早有计划。

出身农村，又长年在农村工作，李豆罗

对农村有着深厚感情，2006 年，回村建设家

乡的想法渐渐萌生。

李 豆 罗 的 家 乡 —— 西 湖 李 家 村 ，背 靠

乌 岗 山 ，面 对 青 岚 湖 ，风 景 优 美 ，历 史 悠

久。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自然禀赋未能

转化成发展动力。李豆罗设想中的家乡，

应是集山水风光、经济发展、田园文化于一

体的美丽乡村。

独 木 不 成 林 ，李 豆 罗 又 想 拉 上 几 位 好

友。曾在进贤县任职的黄华明，是李豆罗第

一个想到的老友。“退休后，我就想着为家乡

做点什么，但是没有头绪，豆罗的几个电话，

坚定了我的决心。”黄华明说。

随 后 ，黄 华 明 又 想 到 了 李 旺 根 和 李 衍

庄，一个是他和李豆罗的发小，一个则是自

己教小学时的学生。

“起初老伴坚决反对，但是看着老家一

直发展不起来，我劝说老伴，给我一年时间，

试试看。”李旺根退休前在进贤县卫生局工

作。退休后，他一头扎进了西湖李家村。

李衍庄同样没有犹豫，退休后的他平时

在南昌市区带孙子，采取“走读”的办法，周

五坐公交车到城里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

坐车到村里来。

四老回村，时任前坊镇副镇长、太平村

村支书李新华很欢迎：“乡贤回村，对村干部

的工作、对全村发展都有好处。”

2010 年 1 月 22 日下午，四位老人在西湖

李家村开了第一个碰头会，理出了一个头

绪：先村容，后文化，再产业。怀着对家乡的

热爱，对美丽乡村的向往，四位老人在自己

成长的这片土地上，与村里干部群众一道，

找寻加快振兴的路子。

房子修一遍、道路铺一遍
“有什么合适的政策支持，村

里都会按标准按要求去争取”

一望无际的稻田里，白鹭翩跹；宽敞的

水泥路两旁，绿树成荫。如今的西湖李家

村，一幅多姿多彩的田园风光。

可在过去，“村里多是土路，一下大雨就

‘水漫金山’，地上多是烂泥巴。”当时的村容

村貌，李旺根记忆犹新。

当时家家户户门外都有牛栏、杂物房、

旱厕，且多为违建，既影响安全，也有碍美

观。在村党组织和四位老人的带动下，党员

干部主动带头拆除自家的违建。但有几户

人家说什么也不肯拆，反复劝说无果。

解决问题，还要堵疏结合。“其实村民在

村里私搭乱建，就是为了方便自己。”李豆罗

说：“比如村民喜欢散养土鸡，放在院子里又

脏又臭，所以就建在院外。”四老一方面继续

和不愿拆的村民讲道理，一方面在村外建立

了多个统一圈养的牛栏猪圈。虽然要多走

几步，但是村里环境更好了，夏天再也不会

臭烘烘。最终，三个月时间里，西湖李家村

的上万平方米违建顺利拆完，为整个西湖李

家村村居环境改善打下了基础。

为了加快西湖李家村的建设进度，村干

部和四老建立了定期碰头机制。从拆除违

建到修缮危房，从挖渠修沟到建设祠堂，各

项改造工程有序进行，但难题也渐渐出现。

那段时间，在村里锻炼的大学生村官艾楚楚

坦言：“村民们都知道建设美丽乡村是造福

大家的好事，但涉及自身利益时，各种问题

都冒出来了。”

一次村里整治人居环境，买了许多红砖

放在村里。正好也有村民建房子，就偷偷带

回家去用。“我们挨家挨户去看谁家房子里

砌上了红砖，第二天专门拉一车红砖放在这

家人门口。”李旺根说：“如果真的缺红砖，我

们就送给他们，后来再也没有村民动建筑材

料的心思了。”

面 对 问 题 ，四 老 逐 渐 摸 索 出 方 法 和 原

则：一颗公心，以身作则。村民们也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

为了解决村里春涝秋旱的问题，四位老

人下塘挖泥修渠。在村干部和他们的带动

下，村民们自愿出工出力，加固水堤、清挖山

塘，修建了三个排灌站，同时对村里 2900 多

亩耕地进行了田园化改造。

几年时间里，村里房子修了一遍、道路

铺了一遍、湖塘挖了一遍、山上树栽了一遍、

耕地整了一遍，“马头墙、红石路、碧绿水、满

村树”的格局逐步形成。

建设村子的钱从哪里来？四老总结谋划：

乡邻相筹、友人相帮、项目相凑。“有什么合适

的政策支持，村里都会按标准按要求去争取。”

太平村村支书李庆群介绍，除此之外，西湖李

家村每年大年初一还会举行捐款活动。

为保证资金安全，黄华明想出这样一套

方案：所有资金不进村，村里不设会计，由镇

财政所管账，信用社管钱。支付工程款时，

前坊镇镇长签字，镇财政所开转账支票，当

事人拿支票到信用社提取现金。

李旺根分到了个监工的任务，没日没夜

泡在工地里。“退休了，却干了个‘得罪人’的

活。”李旺根说。截至目前，西湖李家村的改

造累计投入资金四五千万元，这些钱逐渐变

成了村里的一个个牌楼，一个个广场，一座

座公房……

文化兴产业旺
“村子发展需要更多的力量

帮助，也要平衡开发和保护”

山水田园越来越美，四老又谋划着为村

里增添一些文化气息。

四老回村后，西湖李家村建起了一座农

耕博物馆，收集了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具近

300 种、2000 多件。“这是脱谷粒的砻，那是碾

米的碾，这是南方比较常见的水车……”李

豆罗介绍：“自从村里有了农耕博物馆，城里

人来了更有看头，乡下人看了就有想头，老

年看后回味无穷，青年看后深受启发，少年

看后增长知识。”

在四老眼里，新农村更要有新农民。西

湖李家村的改造中，仿古门头上刻有传达

“孝悌”观念的小故事；在村子里的标志性建

筑陇西堂大厅里，张贴着《西湖李家村歌》

《西湖李家赋》；村里广场上的大理石雕塑刻

着村规民约……除了这些文化设施，村里的

传统节日也被重新“捡”了回来。通过这些

活动，西湖李家村的凝聚力更强，村民关系

也更和睦。

每年大年初一，村里都会对每个新考入

大学的孩子奖励 5000 元，并表彰村里的道德

模范。潜移默化中，村民的素质得到提升，

乡风文明培育已见成效。

2021 年 ，黄 华 明 收 到 一 笔 特 殊 的 5000
元捐款，捐款人叫李文萍，刚大学毕业一年

多。当年考入大学时，村里给她颁发了 5000
元奖学金，自此李文萍便把“学有所成，回报

家乡”的信念记在心里。“我已经有稳定的工

作，想尽一份心意在村里成立大学生支援家

乡建设基金，专门支持村里的教育事业。”李

文萍说。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如今的西湖李家

村建成了集研学、红色教育、餐饮等于一体

的旅游产业链，可一次性接待 500 人以上就

餐。西湖李家村旅游产业吸纳了全村 100 多

人就业，人均年收入超过了 3 万元。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让 西 湖 李 家 村 成 为 短

视频里的网红打卡地。短视频的主要负责

人是李衍庄。通过自学拍摄和剪辑，李衍

庄 可 以 熟 练 运 用 短 视 频 平 台 发 布 宣 传 视

频。不过目前，西湖李家村产业多元度不

够，村里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要尽快把研学

中心建起来。

一个短视频团队慕名而来找到四老，希

望拍摄西湖李家村。大家推选了李豆罗出

镜，西湖李家村短视频账号开办起来，现在粉

丝有 32.4 万。这些视频，有的推荐江西特色

农产品，有的展示西湖李家村的美景。

“其实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一些企业找到

我们，他们觉得村子资源不错，建设得也挺

好，想要和我们一起开发。”但是村里担心过

多的商业开发会让本来宁静和谐的村子变

样。“村子发展需要更多的力量帮助，也要平

衡开发和保护。”李衍庄说。

江西进贤县四位老人退休后回村，与村里干部群众共建美丽家园—

奔忙田间地头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朱 磊 杨颜菲

■新时代·面孔R

本报呼和浩特 5月 30日电 （记者张枨）“这要根据土地

管理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法规来处理……”壮丽律师事

务所主任巴特尔正通过电话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

克族自治旗的牧民进行法律问题答疑解惑。除了律所主任这

一职务，巴特尔还是呼伦贝尔市“十个一”人才计划中下沉到

基层一线的一名村（居）法律顾问。

近年来，呼伦贝尔以党建引领乡村人才振兴，组织实施

“十个一”人才计划，积极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

动。全市已招录 600 余名大学生到嘎查村工作；在嘎查村两

委成员、后备干部中选任 148 名金融副主任；从行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选派 1100 余名法律工作者、1280 名驻村干部、422
名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开展义务服务。

“到 2025 年，全市 794 个嘎查村至少一嘎查村一名大学

生、一名金融副主任、一名法律顾问、一名驻村干部；106 个苏

木乡镇至少一镇一名产业发展指导员、一名科技特派员、一个

名家工作室；14 个旗市区均配备至少一个医疗专家服务团、

一个教育专家服务团、一名科技副总。”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郭寒月说。

内蒙古呼伦贝尔引导人才向农村一线流动

■记者手记R

采访四位老人，不知不觉就被那份激情

所感染。

这份激情，来源于对家乡的热爱。生于

斯长于斯，落叶归根，建设家乡，这份对故土

的 真 情 ，让 人 动 容 。 这 份 激 情 ，更 来 自 梦

想。正如李豆罗所说：“不忍看到乡亲们受

穷，退休后大家觉得自己还能再干点事，所

以下定决心回到了村里。”

几位老人一步一个脚印，与当地干部

群众一道努力奋斗，换来了西湖李家村今

天的大变化。“别人问我们年龄，我们都开

玩笑：不到 40 岁！”几位老人笑言：“在西湖

李家村这几年，没时间生病，来不及变老。

因为要做的事情做不完，要实现的梦想实

在太多。”

当然，西湖李家村的新农村建设，路还

很长，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有眼前需

要解决的难题，也有长远要考虑的规划，盼

望 着 更 多 人 们 参 与 进 来 ，共 同 推 动 乡 村

振兴。

有梦想 干劲足
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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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一家企业计划投资 10 亿元，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

县建造一座集工旅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淳安县生态产业和

商务局工作人员方永强在与企业结对后，坚持每月进企业走访

两次以上，帮助企业按流程办理用地、设计、消防、排放等手

续。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的骨干力量组建团队多次上门协调解

决用水、环保等问题，成功破解多个制约项目建设的难题，赢得

了企业的称赞。

近年来，淳安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征集摸排企业需求

的基础上，从生态产业和商务局、税务局、住建局等部门及涉

企职能单位中选出 119 名助企服务员，按照从事工作、擅长领

域、所学专业等方面情况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建立“一对一”

结对服务机制。助企服务员秉承“无事不打扰、有事服务好”

的工作理念，服务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113 家，延伸服

务农林旅特色企业 11 家，帮助企业解读政策、沟通协调、整合

资源，力求当好惠企政策的“宣讲员”、政企沟通的“联络员”、

企业困难的“化解员”。

为确保助企服务员工作有实效，淳安县进一步成立助企服

务工作专班，建立“闭环式”诉求办理机制，统筹做好日常走访、

诉求收集、交办跟踪、结果反馈等工作。当地还分类建立限时

办理体系：“即知即办”类问题由助企服务员或助企服务员派出

单位当场处理解决；“研究办理”类问题由专班交办相关部门 7
天内解决；“组团办理”类问题由专班协调多部门组建团队 20
天内联合解决。

今年以来，淳安县助企服务员累计开展政策宣讲服务

950 余次，服务企业 580 家次，组织专题服务活动 15 场次，办

结企业诉求问题 85 个，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浙江淳安从干部中选用助企服务员

结对服务，破解发展难题
窦 皓 谢吉全

本报北京 5 月 30 日电 （记者魏哲哲）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

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日前共同向社会

公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司法救助典型

案例，让全社会关心关爱因受到不法侵害而

导致生活陷入急困的未成年人，指导各级人

民法院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和延

伸救助工作。

此次发布的十个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

首次联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以专题形式

集中发布。这些案例涵盖了刑事被害人救

助、追索抚养费救助、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救助等可予救助的主要案件类型，案例覆

盖面广。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主任孔玲介绍，人

民法院不断加大救助力度，救助资金向未成

年人倾斜。2020 年至 2022 年，人民法院救助

未成年人 1 万余人，发放救助金 4.26 亿元，人

均救助 4 万余元，远高于成年人人均救助金

额。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主动发现

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线索，通过“绿色通道”优

先办理、优先发放救助金，及时解决其实际困

难。针对一些基层人民法院救助能力不足，

未成年人生活特别困难的，通过上下级法院

联动救助、统筹资金使用，最大限度发挥救助

资金的使用效能，共同帮助未成年人走出困

境。通过建立“资金救助+立体帮扶”多元救

助机制，人民法院与妇联组织密切协作，对未

成年人开展多元化综合帮扶；通过向有关部

门发送司法建议、商请函等方式，解决未成年

人入学、生活保障、心理疏导等实际困难。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副部长李岳

阳表示，妇联组织将继续配合人民法院完善

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机制，注意在基层日

常走访、接听热线来电和开展家教指导等工

作过程中，积极发现救助线索，及时移送同级

人民法院，落实“应救尽救”原则，使更多需要

帮助的未成年人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最高法、全国妇联

完善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机制

本报福州 5月 30日电 （记者付文）为打通营商环境“中

梗阻”，福建省福州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和经营主体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跟进监督，印发《关于开展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

干”优良作风监督推动营商环境创新改革的实施方案》，持续

推动党员干部改进工作作风、转变服务理念。

福州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队深入重点企业走访调研，

了解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营商环境问题；在市属国企、行业

龙头企业、小微企业设置营商环境监测点，主动收集经营主体

诉求，点对点推动职能部门为企业排忧解难。去年以来，全市

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营商环境相关检控类信访举报 59 件，对

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快查快结，迅速回应企业关

切、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福州市纪委监委探索将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与纪

检监察业务相融合，通过大数据比对和关联分析开展精准

监督，筛查营商环境问题线索。福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将重点排查公权力介入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破坏公正竞争市场环境等违纪违法行为，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福州纪委设置营商环境监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