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吧说吧

ZHEJIANG DAILY 1919政治纵深·视野
2014年11月2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海兵 版式：戚建卫 热线电话：0571-85310333 13958009237 QQ群：69693702

一周网事

省政协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开展专题调研——

美丽乡村，呼唤乡贤

议政建言

■ 专家观点■ 专家观点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四川宜宾
市林业局、江安县林业局的有关人
员，一定会禁止白酒上桌。几天前，
在一次工作检查后，江安县林业局
在接待中安排了饮酒，市林业局检
查组工作人员谭某在饮酒后意外死
亡。

当地纪委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随后作出通报，相关单位违反公务
接待相关管理规定，10 余名责任人
受到撤职、行政记过、警告、撤销党
内职务等处分。

事发、追责、处分，从流程上看，
这样的处置当然是妥当的。可当我
们追本溯源，谁又该为这条消逝的
年轻生命负责？

“喝酒致死”，谭某不是第一
个。原因或许有很多，如饮酒过量、
身体欠佳等，但作为公职人员，又恰
在中央八项规定严禁工作期间公务
接待饮酒的背景之下，他的死亡，在
惹人同情之余，更值得反思——究
竟是谁将酒端上了饭桌？

这样的刨根问底绝非小题大
做，江安饭桌上的这几瓶酒，想来也
不是一两个人的主意，应是大环境
使然。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规定
不能宴请，就在食堂开小灶；工作餐
不能饮酒，就把酒水灌进矿泉水瓶。
乍一看，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变通”，
可仔细想想，对规章制度的不重视、
不执行，恰恰是作风建设在根子上出
了问题，最后只会自找“麻烦”。

眼下又临近年末，各地各部门
的检查、总结和会议也开始多了
起来。在这个关口，能不能把好
制度建设这个关，使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继续深化，让八
项规定更加持续发力，收获更多
更持久的群众口碑，饭桌上的这
杯酒，绝不容小觑。

公务饮酒
该休了

关键词：银行降息
11月21日，央行宣布降息，5年

以上贷款利率由 6.55%降至 6.15%，
这相当于给购房者打出9.39折优惠
利率。央行同时将公积金 5 年以上
贷款利率由4.5%降至4.25%。

网友申爱民——降利率不如降
房价，让老百姓来得更实惠！

网友南海卫士——降息，直接
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利好企业；同
时扩大存款息差幅度，群众保值增
值选择范围扩大。

关键词：央企薪酬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改革将于 2015 年年初开始实施，首
批将涉及 72 家央企负责人，包括由
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并由
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 53 家央企，
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

网友二一添作五——按劳取
酬，奖勤罚懒，用制度来管。

网友申爱民——端的是金饭
碗，吃的是垄断饭，薪酬更要跟贡献
作为挂钩！

关键词：校车事故
11 月 19 日，山东蓬莱一辆大货

车与一幼儿园接送面包车相撞，造
成 12 人死亡。当地教育部门通报
称，事故校车为 8 座面包车，实载 15
人属于严重超载。

网友新京——校车乱象，不是
经济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
任和态度问题。

网友海建——那辆一撞就支离
破碎的面包车，还能称为“校车”？

关键词：教育公平
中南大学校长日前透露 985、

211工程建设即将取消，此消息虽被
教育部否认，但引起人们的热议。
有人认为，985、211工程加剧了教育
的不公，早该取消。

网友扬起帆兮去远航——消除
“拼爹”现象，有无 985、211事小，治
理以权谋私事大。

匿名网友——取不取消 211、
985 不重要，关键是要确保精英人
才脱颖而出！

通讯员 张樱樱 记者 吕玥

何为乡贤？他们多是饱学之士、贤
达之人，他们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
或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自古以来，乡贤在国家治理和社
会 稳 定 方 面 发 挥 了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如今，在城镇化浪潮下，不少乡
贤或外出务工经商或定居城市，但难
以隔断的是浓浓乡愁。离开故乡诸
暨市同山镇中源村已有 20 多年，作为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王
志良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
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
的提案，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如何通过培育和弘扬乡贤文化，
推进解决农村空壳化背后的乡村治
理现代化问题？省政协就此开展专
题调研和协商。

“乡贤”之说古已有之。唐代刘
知几《史通·杂述》就这样记载：“郡书
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至明代，朱
元璋第十六子朱栴曾撰《宁夏志》专
门列举“乡贤”这类人物，并建立乡贤
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
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

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乡贤被
赋予了更多的时代特征，乡贤文化作
为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志，成为维
系乡情、连接故土的精神纽带，形成公
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
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有机结合，在现
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新
的支点。

但当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
伐，多元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乡村文
化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式微，乡土社会
赖以维持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不
断受到冲击。因而，对于乡贤文化，
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寄
托，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是一种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对传统文化
独特创造和思想精髓的传承。

千百年来，多少从乡村走出的精
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最后都
会被乡愁牵引，或衣锦还乡，或叶落
归根。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乡
民树立了榜样，成为道德教化的楷
模，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
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
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
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
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
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精英大
量流失，空壳化严重。如何重构乡村
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提升
人们的区域认同感，乡贤文化可以成
为一个突破口。”省政协委员、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郭艺说，

“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有强烈的自
律性。维护社会秩序，靠的是社会习
俗，重在教化。过去乡村精英学而优
则 仕 ，壮 年 在 朝 为 官 ，年 老 返 乡 为
绅。这些人回乡后，自身的文化道德
力量足以教化乡民，反哺桑梓。”

乡村发展模式化乡村发展模式化

从广义上说，乡贤之“乡”，
已经不再局限于乡村这一地理
区域。“乡贤文化是扎根家乡的
母土文化，是一条凝聚海内外人
士的精神纽带。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故乡，无论走到哪里，心头
始 终 有 着 一 份 浓 浓 的 乡 情 、乡
恋、乡愁。”对王志良委员来说，
乡贤文化还是一种凝结于故土
的贤人文化。“乡贤的嘉言懿行
载于史册、流传于民间，深刻影
响着人们的言行，引导人们形成
向上向善的力量，是一笔宝贵的

道德资源。”
“乡贤文化研究面临
着 一 个 良 好 的 机 遇 。

乡村社会治理现代
化不仅需要现代

公共管理服务，
也 需 要 依 靠

优秀传统文
化的力量，
乡 贤 文 化
是其中的
应 有 之
义，乡贤
的 号 召
力、话语
权 ，对 于
推进基层
协商民主

建 设 必 将
发挥重要作

用。”省政协
文卫体委副主

任、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黄明辉说，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
灿烂、名人辈出，有着十

分丰富的乡贤资源，这些乡
贤与群众距离近，看得见、摸得

着，可亲可信可学，更容易被当地

民众接受。发展乡贤文化，既有
利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社会
扎根，也有利于以乡贤为纽带，推
进联络联谊，推动我省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和
推进“两美浙江”建设。

委员们认为，传统乡贤主要
承担着3种角色，即社会教化的启
蒙者、乡村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
的沟通者、造福桑梓的示范者。
现代乡贤则增加一种摆渡者的角
色，他们通过亲缘和地缘关系以
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同乡互
助、团结合作精神，通过“一人带
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

（镇）”的模式，推动产业输出和文
化输出。

乡贤文化具有特殊的道德励
志作用，具有见贤思齐的独特教
化功能，还能发挥促进经济发展、
带领百姓致富的作用。

省政协委员、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袁敏认为，乡贤文化是巨大
的富矿，各地应加强对乡贤名人
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努力弘扬浙
江特色的乡贤文化。委员们在调
研中也发现，以“乡情、亲情、友
情”为纽带的乡贤文化，已经成为
我省不少地方凝聚乡贤力量，吸
引乡贤反哺，实现资金回流、企业
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的重要
推动力量。“浙商回归”，不仅是资
本的理性回归，也饱含着乡情召
唤下的感性行动，成为浙江经济
转型升级最为活跃的力量之一。

绍兴市组建“绍兴乡贤信息
库”，汇总收录省外知名绍籍人士
信息达7545条，通过开展越商“集
中走访周”活动，点对点招商，为在
外越商搭建回乡投资的平台。乐
清还广邀千余乡贤共谋回归发展。

见贤励志育后人

成立于 2001 年的上虞乡
贤研究会，宗旨是“挖掘家乡
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
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上
虞籍成功人士遍布全国各地，
是上虞的宝贵财富。不加‘抢
救’，他们的子孙就会淡忘了
籍贯，淡忘了自己的根。”会长
陈秋强说，“这些年，研究会的
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抢救’乡
贤。”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稀土之父”徐光宪，是上虞汤浦
人，但因久居外地，连自家的祖
坟也找不到了。上虞乡贤研究
会获悉此讯后，几经寻找终于查
到下落，并自筹资金将墓地修缮
一新，令徐光宪万分感动。九旬
高龄的他，携身在美国的女儿和
外孙女专程回乡祭祖，还真诚地
表示：“我们将永远铭记家乡的

恩德。如果我和孩子们能为家
乡做些什么，务请告知。”

这样的乡贤故事，在浙江
并不少见。对乡贤文化的研
究、传播、践行上，我省各地纷
纷进行积极探索。

小港李氏家族是“宁波帮”
的杰出代表之一，自祖先 1822
年闯荡上海迄今190余年，人才
辈出、爱国爱乡。1996 年，纪念
李氏先祖的乾坤亭在小港蛟山
公园建成，张爱萍将军题写匾
额；2007 年，《宁波小港李氏家
族》面世；2011 年，小港李家后
人 87 人回乡寻根；2013 年，北
仑小港李氏家族纪念馆开馆。

一位省政协委员认为，在
鼓励浙商回归的同时，还要鼓
励浙贤回归。要呼吁退休的官
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度
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

长、技艺等回报桑梓，延续传统
文化的文脉，发挥乡贤在基层
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发展和弘扬乡贤文
化，既要做好挖掘抢救的大文
章，也要在联谊服务、增进合
力、宣传教育上下功夫。

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汪振城认为，传播乡贤文化
要从基础做起，在挖掘保护的
基础上加强研究。

“乡贤文化的传承要重视
人文教育的作用，不仅要立足
当下，更要着眼未来、着眼下一
代，培养爱国爱乡情怀；要积极
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教育作
用，多讲有温度的故事，持之以
恒地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凝聚
人心，凝聚力量。”省政协委员、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敏对乡贤
文化的可持续传播提出了中肯

的建议。
为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

开展乡贤文化研究，呼吁有德
有才的新乡贤回乡建设新乡
村，省政协文卫体委组织开展
专 题 调 研 、协 商 。 省 政 协 常
委 、文 卫 体 委 主 任 杨 建 新 介
绍，他们还将充分发挥政协组
织优势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和
优势，开展乡贤史料征集及界
别、书画、论坛等活动，弘扬乡
贤文化。

继省政协去年组织“浙江
好声腔——2013 珍稀剧种汇
演 ”之 后 ，“ 浙 江 好 声 腔 ——
2014 戏曲音乐（演奏）汇演”12
月初即将鸣锣开场。这，也是
乡音、乡愁，看得见、听得到，
记得住、留得下，凝聚的是乡
贤 文 化 的 精 神 力 量 ，能 够 激
发、能够传承。

凝心聚力报桑梓

核心提示：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当前，随着城镇化迅速发

展，外出务工潮经久不衰，大量乡村精英流

失、人去地荒，呈现令人忧虑的空壳化和模式

化现象。城镇化浪潮下的乡村如何治理，如

何发展？浓郁厚重的乡土文化如何传承，如

何重构？省政协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探

讨怎样发挥乡贤作用，弘扬乡贤精

神，使乡贤文化成为美丽乡村

的一抹亮丽底色。

乡愁

乡恋

乡情

视野网供图

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在当代社会，以乡情、

乡愁为纽带，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对于涵育文

明乡风、凝聚崇德向善的力量，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

村建设，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