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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
团工委坚持把引领凝聚、组织动
员、联系服务青年作为推进改革
工作的有力抓手，积极构建

“点线面”工作格局。聚焦主责
主业，找准着力点，依托城市
团建工作机制，推动八大片区
协作，优化五级立体化队伍网
络，开展青年公益、社交、文化和
治理四大类主题行动；强化学习
引领，把握主题主线，推行“线
上+线下、集中+自学、学习+

实践”的“3+”主题团课学习模式，创新丰富“青
年大学习”线上线下活动体系；打造社区、楼宇团
小组青春联盟，以“团组织+青年社团”回应治理
需求，开设“红领巾记者团”等 10 余种“大手拉小
手”实践岗位，以“周末社区”“青春圆桌派”“青春V治
理”为服务抓手，积极回应青年就业求职、创新创业、
婚恋交友、子女教育等急难愁盼问题。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

道团工委书记 蒋艳婷

团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委紧
紧围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攻
坚年”、“百千万工程”、平安清
新建设等党政中心工作部署，
不断擦亮“党建引领青春+”

“惠企志愿服务”等青字号品
牌。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志愿
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大学生

“ 返 家 乡 ”、 雁 归 工 程 等 工
作，引领青年助力我区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参与

绿美清新生态建设“七大行动”，为高质量发展
增添绿色动能；不断延伸边缘特殊青少年服务深
度，党建品牌“伙伴同行”社区青少年矫正服务
计划获省“先锋杯”大赛三等奖。未来，我们将
锚定“区有载体、镇有队伍、村有能手”的目标，引
领凝聚团员青年在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燃烧青春

“卡路里”，跑出青春“加速度”。

团广东省清远市清新

区委书记 徐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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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仲春 4 月，宋成即将

离任。这一天，他惊喜地收

到了来自云南省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泸水市民族中学

的一份特别礼物——傈僳

族师生绣的一幅画，感谢

他用真情和汗水浇筑乡村

振兴的帮扶之路，把希望

带给了高黎贡山腹地的老

百姓。

画中，亚洲最大的重

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和

“天鲸号”被绣成卡通形

象，与傈僳族孩子载歌载

舞，正中“中交助梦气象

新，籽籽同心一家亲”几个

大字，饱含着师生对帮扶

干部的不舍与挽留。

宋成是中交集团驻云

南怒江泸水市大兴地镇自

扁王基村第一书记。

同时，位于自扁王基

村的泸水市民族中学传来

喜讯，在刚刚结束的英语

听力口语市级联考中，这

所学校的学生荣获全市第

二，这是校长杨仕军任职

10 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10 年间，他见证了学校升

学率从全州倒数第一跃升

到如今的全市前列。“没有帮扶干部，就

没有我们学校的今天。”杨仕军说。

3年前，中交集团先后出资 236.7万
元为这所中学建造了理化生实验室、英

语语音室、音舞美教室、录播教室等系

列“助梦教室”。

和晓航是民族中学 2023届毕业生，

也是第一批用上英语语音教室的学生，

如今他正在泸水市一中上高一。他告诉

记者，以前想要练习英语听力口语，只能

和同学互相交流，但大家总不好意思开

口。有了英语语音教室以后，大家可以直

接练习，打破了害怕开口说英语的心理

障碍，发音也越来越标准。

据统计，自从助梦教室投入使用以

后，泸水市民族中学的学生英语平均成

绩一学期内提高了 6分。

过去几年里，每一个助梦教室都承

载了傈僳族孩子的梦想。在录播教室里，

学生参加了别开生面的“乐高课”，来自

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给孩子们邮寄了乐

高玩具，并利用录播教室的线上课堂，远

程引导他们动手动脑，最后孩子们拼装

出一个微型消防机器人。看着孩子们激

动的模样，录播教室负责人邱新旺感触

颇深：“这堂课激发了学生对科学世界的

好奇，后续还会学习怎样内置编程程序，

让机器人按照指令动起来。在这之前，他

们很难接触到这些知识。”

录播教室同时也促进了老师教学

能力提升。通过教室的实时录制回放

功能，老师们不断打磨课堂细节，改

进教学方式方法，推出一项项精品课

程，在怒江州、云南省教学比赛中多次

获奖。

依托助梦音乐舞蹈教室，泸水市民

族中学特别开设了“非遗课程”，帮助孩

子们学习傈僳族传统文化艺术。

非遗课老师杨世民说，让那些父母

在外打工的孩子们，通过民族艺术找到

新的情感寄托，也是课程的意义之一。

2021 年至今，中交集团深入开展

“中交助梦·教育提升”行动，累计投入

300余万元援建自扁王基村中小学教育

基础设施，发放奖学奖教金 53.1 万元。

“大家共同的愿望是让山里孩子的路能

走得更远一些。”杨仕军说。

多年接续帮扶，让自扁王基村村容

村貌日新月异，同时还形成了建筑公司、

火龙果基地、西门塔尔牛养殖、怒江乡味

商贸公司、固定资产收益五大经济产业

方向。

目前，自扁王基村火龙果种植面积

达 421.6亩，累计向 62名果农发放工资超

210万元，村民利润分红 47万元。村集体

建筑公司累计承建项目合同额 2000多万

元，2023年发放工人工资突破 200万元。

在上个月举办的村集体经济效益分

红仪式上，收获满满的傈僳族村民在火

龙果文化广场生起篝火，用传统乐器

和民族歌舞表达发自内心的喜悦，用

勤劳的双手奏响怒江畔最动人的乡村

振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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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4 月 13 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铜都

街道大营盘村格外热闹，就像过年一样。云

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西

南林业大学 4所高校的 130名学生，带着专

业知识和对乡村建设的热忱，来这里参加

“相见营盘·乡建庭院”设计评选活动。

这得益于 3 年前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委组织部等 9 部门共同启动的“干

部规划家乡行动”。截至目前，12.6万名公

职人员回乡参与村庄规划编制，200 多家

规划设计单位提供技术支持，完成了全省

12370 个村庄规划编制，其中 5000 多个村

庄规划成果纳入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实施监管。

这一助力乡村振兴的规划行动，让云

南众多村庄正在发生改变。

大营盘村就是其中之一。昆明理工大

学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大营盘村“名誉

村长”刘姝萍说，这一设计评选活动，是该

村规划落地实施的项目之一，它将改变农

家庭院的景观绿化，提升村庄的面貌，也将

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主动去改造自家庭院，

激活村庄内生动力，同时植入业态，为大营

盘村的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干部规划家乡行

动”与以往村庄规划的不同，强调“坚持村

民主体，尊重村民意愿”，村民是规划的真

正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

没有村民参与的村庄规
划水土不服

造型简单、没有外墙涂饰、随意开窗

的新房子，如同随手丢弃的积木，无序地

散落在山间，有的甚至建到耕地里；村庄

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薄弱，污水直

排，垃圾就地焚烧；产业缺乏规划，村民

自己引进的外来经济作物不适合本地气

候、土壤，种植失败……

这是 2021 年，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干

部何鑫被派驻到昭通市永善县墨翰乡箐

林村，任驻村第一书记时看到的当地乡镇

情形。

这样的问题在云南其他地方也存在。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二

级调研员黎贤强介绍，虽然过去云南农村

地区也进行了相关规划编制，但经济发展

模式、类型、建设形式等同质性严重，规划

时没有全局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历史

文化传承、乡土风貌保护等问题。

“主要原因是编制部门不同，导致村庄

规划内容的侧重点不同。”黎贤强说，有的

侧重土地整理，有的侧重村容村貌整治。加

之农村地区用地权属、用地分类等的管理

混乱，使得多数村庄规划没有起到指导作

用，变成了“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对此，一直参与村庄规划编制的刘姝

萍深有同感。

她在调研中看到，有的村庄盖起了一

排一排的房子，没有了院落。但在农村，院

落空间很重要，它承担了农产品存放、粗

加工、晒场等功能；有的村庄没有公共空

间，村民没有跳广场舞或聊天的地方，只

能坐在路边小卖部门口聊天；有的村庄用

城市手法在村外建大面积公园，没有和村

庄融在一起；有的村庄将公厕建在两公里

以外的荒郊野岭，村民使用起来十分不

便；有的村庄无序建设，侵占农田；有的

村庄只见新房不见新村，房屋一直空置，成

为“空心村”。

“村庄虽然小，但也是一个复杂的小社

会。”在刘姝萍看来，规划中没有考虑到村

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细节，与村民的参与程

度低、设计时很少关注村民的诉求有关。

“村庄规划编得好不好，村民最有发言权。”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就是要让村民

从一个提供村庄资料的旁观者，变成规划

的参与者，要编制从百姓心里长出来的村

庄规划，解决村庄千村一面、水土不服、规

划落地难的问题。”黎贤强说。

同时，与以往各部门各自编制规划不

同，此次“干部规划家乡行动”要将村庄建

设、土地利用、整治、保护、产业规划以及人

居环境改造、农房建设等进行融合，形成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实现村庄建

设“一张图”。规划按照到 2035 年，测算出

村庄人口规模，配备和预留出宅基地和产

业用地，为乡村振兴提供空间保障。

摸清村庄底数，对接村民需求

2021 年 4 月，公职人员李有录收到个

旧市委组织部发来的邀请函，邀请他一起

规划家乡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锡

城街道戈贾社区。李有录欣然接受，成为戈

贾社区规划编制组一员。

戈贾社区的哨冲居民小组种植鲁沙梨

树 2000余亩，每年 3月绽放的梨花形成了

独特的生态景观。规划编制组结合村民意

愿，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目标定位，经过 8
个多月修改、完善、村民决议、公示，村庄规

划通过了审查并逐一实施，个旧市本土艺

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庆国提出建设

乡村美术馆的建议也写入其中。

“刚开始我们不理解也不支持，李有录

一次一次地到家中来做工作。”村民李大妈

说，“他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告诉我们村

庄规划的好处，我们相信他。”

如今，曾经凌乱破旧的戈贾社区人居

环境得到了有效治理，村庄风貌改善，建

成了个旧市第一个乡村美术馆、第一个田

园旅居养老中心、第一个乡村室外土墙摄

影展基地、第一个村小组党群服务站。社

区收归 35 处老房子和空闲地，与群众签

订经营“保底+分红”的协议，引入了文

创小院、民宿、书院等。 2023 年，梨

花、乡愁土房、果蔬采摘等旅游资源，为

哨冲居民小组带来游客 10 万余人次，旅

游收入近 100万元。

位于乌蒙山地区、被绿水青山环绕的

箐林村，80%的国土面积为林地，村庄建

设用地仅有 1%。为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

发展，何鑫与 3名返乡干部参与的规划编

制组，根据村民需求，梳理出村庄发展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渠道整合资源，把

方竹和金银花等中药材作为村庄产业来发

展；将旱地恢复为水田，打造高标准农

田；在挂钩帮扶单位支持下，村中闲置的

小学改造成了妇女儿童之家和老年之家；

群众盼望已久的停车场也开始修建。

“村庄规划让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

何鑫说，规划让村民知道了村庄建设边界，

知道了哪些地方不可以建房，避免了辛苦打

工挣来的钱投在不必要的房屋建设上。

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余

福星 3年来共参与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

佤族自治县 22个村庄的规划编制，感受到

当地返乡干部参与规划的热情，他记得，仅

孟连县娜允镇芒掌村、芒街村就有 30名返

乡干部、乡贤能人参与。他们带领编制组走

村入户，讲述当地历史文化、自然风貌；甚

至跋山涉水，带编制组去看大象的栖息地。

“返乡干部了解乡情和村民的诉求，知

道村庄的短板，我们规划师的方案实际上

是他们描绘出来的。”余福星说，返乡干部

与群众有天然的感情，他们察民情、访民

意，摸清村庄底数，对接村民需求，在他们

和村民的参与下，才编制得出村民看得懂、

接地气、能落地、可实施的规划。

在规划中留下农耕文化之魂

对孟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的科

技人员相罕章来说，“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让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彩虹”种在稻

田里。

相罕章是孟连县勐马镇勐马村人，

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个人”。接到“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的邀

请后，她十分兴奋。勐马村贺哈小组的农田

都是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种植稻谷、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而水稻正是相罕章的专

业，多年来，她一直潜心研究农用酵素生态

水稻种植技术。村庄规划编制出来后，相罕

章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合作，为勐马村引进

了优质水稻品种，并教会村民用有机肥农用

酵素种植，使水稻产量和产值大幅提升，村

里的稻谷一到收割季节，就被预订一空。

贺哈是一个傣族村寨，村里世代传承

的“山神舞”被列入普洱市级非遗传承项

目。相罕章引进了 7种颜色的水稻，把非遗

种到了稻田里，让彩色的“山神”在有“彩

虹”的稻田里跳出奇异灵动的舞蹈。

彩色水稻制种后的 6 个月，相罕章又

与云南省农科院粮作所合作，在贺哈设计

制种了巨人稻稻田迷宫，并在迷宫里放养

了鸭和鱼，实现了“一田多丰收”。云南省农

科院粮作所课题团队的这一巨型稻稻田迷

宫制种方法，于 2023年 7月获得卢森堡国

际专利。

“‘禾下乘凉’是袁隆平院士生前的美

好愿望，如今，这个愿景开始造福村民了。”

相罕章说。

彩色水稻和巨人稻稻田迷宫吸引了大

量游客。为适应乡村旅游的发展，经与村民

协商，编制组保留了 200亩稻田，在贺哈盘

出了 25 亩地，用于建设民族传习馆、停车

场、泼水广场、餐厅以及 300余米观景玻璃

栈道等。污水处理、道路硬化、排水沟等基

础设施也得到了整治。贺哈小组党支部书

记、组长岩帅说，规划编制后，村民的年收

入翻了一倍。比如广场这块地改造后，成为

村民演艺团队向游客展示《山神舞》《女子

傣刀舞》《架子孔雀舞》《白象舞》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舞台；村民们在此摆摊设点，他

们制作的民族美食远近闻名，春节期间，最

多的一户收入达 1.8万余元。一块地的价值

从过去一年只有五六千元变成了现在的几

十万元。村庄规划壮大了集体经济，也让村

民们受益，外出务工的青年也逐渐回村。

“文化是村庄的灵魂所在。”作为乡村

规划师，刘姝萍在规划中十分看重村庄的

历史文化。

大营盘村是昆明市东川区的传统葡萄

种植区，从 1982 年种下第一棵葡萄开始，

村民们就坚持用传统的种植方式，保持着

葡萄的良好品质，每年村里的葡萄都供不

应求，在地里就卖完了，农户年收入达数万

元，最多的 10余万元。

刘姝萍对农户这种坚持传统的做法十

分敬佩，并将这种传统精神融入到规划中。

“乡村有别于城市。”刘姝萍说，乡

村是数千年自然生长出来的，承载了太

多的农耕文化、传统文化，乡村需要保

护和延续的东西很多。

科学编制村庄规划，是

让乡村就像乡村，让乡

村成为更美的乡村，让

乡村成为看得见乡愁的

乡村。

留住乡村之美 村庄规划谁说了算

□ 沈杰群

今年年初，北京下大雪的一天，朋友约我在胡
同里的咖啡馆见面。穿越风雪而来，她给我带来
两件礼物：一个是她如愿拿到满意 offer 的消息，
一个是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朋友送我书是有深意的。她知道这本书刚好是
在换工作的阶段，特别迷茫。当时看到一个节目，介
绍额尔古纳河的事情，一直在提这本书。朋友被那里
人的生活方式和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深深触动了。

“找到新工作后和你见面这天下雪，我临时起意
走进三联书店找这本书。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算是
给上一份工作画上句号，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一本书走近一个人的缘分，大概就是人生
境遇的小小投射面。

又一个“4·23”世界读书日到来，大家一如既往
到了这个时刻热衷谈论读书的话题，而且喜欢谈论
图书行业、读书人心境、阅读方式等方方面面，究竟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年又一年，变化从未停歇，人们各有喜好与关
注角度。而我在一片热闹中偶遇一个有趣的巧合。

最近一场名为“直播间里的全民阅读”活动中，
有嘉宾分享，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快速发展，带动图书
消费市场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出版发行行业的深度
转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在主播董宇辉推荐后被更多读者所认识，又在读者
的自发推广下形成了巨大的口碑效应——在一年半
的时间内实现惊人销量，总印量已超过600万册。

看到这一数据，我想起了送我《额尔古纳河右岸》的
朋友。她选择这本书的原因，是和个体经历、情感交错在
一起的，她和我都不会忘记这个难忘的生活“注释”。一
本书，承载了一个人生节点的记忆。

就冲着这样的理由，我们更要笃定相信：你看，还
是要尽可能让好书多多触达到每个角落每一个人。

过去一年，我感到让人惊喜的一点是，图书行业

的新业态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去温柔对待每一种关
于读书的热爱和需求。

如何才能让越来越多人热爱读书？这件事不该
是一句生硬的建议和说教，而是日常生活里随处可
见的“解锁机关”，只要你愿意，就能迅速遇见和
得到。

图书行业新业态越缤纷，就越让人和作品的
接触变得自然而寻常：你不再需要走很远的路，
费很大的力气去寻找，而是直接“被找上门来”；
关于好书的推介与交流，时时刻刻出现在你耳边、
面前。

人人手里的手机小屏幕，逐渐成为图书行业的
“必争之地”。

还记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上个月来中
国，去了当红主播的直播间聊天，见证作品被

“丝滑”卖掉 11 万册。古尔纳指着前方的屏幕感
慨：“留言滚动得这样快，你们的眼力一定很好，
才能看清楚。”

“直播间里的全民阅读”现场数据披露，第一季
度抖音电商图书销售超 1.5 亿单，每天售出图书超
200万册。

而2024年第一季度，短视频电商渠道仍是唯一实
现码洋同比增长的渠道，增幅为31.15%。

因为热播影视剧而去看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一
大阅读趋势。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发布的《Z世代
数字阅读报告》显示，爆款影视带来的“书影联动”效

应愈发显著。
2023年，随着《三体》《流浪地球2》的热映，在有

些平台，“刘慈欣作品”的Z世代读者大幅增长。电视
剧《狂飙》热播，带动“高启强同款”《孙子兵法》成为
Z世代国学经典阅读榜首，仅QQ阅读就累计有近
90万人将各版本《孙子兵法》加入书架。此外，《长相
思》《繁花》剧集热播期间，原著出版物的阅读量环比
分别增长24倍和61倍。

去年，人人都知道热播悬疑剧《漫长的季节》那
首诗：“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班宇是这部剧的文学策划和同题小说作者，
但剧版《漫长的季节》并不是对原著的改编，而是
一个全新的故事。这又构成了一种有意思的新模
式，作家深度参与剧集创作，但又不只是改编一部
现成的小说。

除了纸质阅读、电子阅读，图书行业的线下新业
态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

在建设读书空间方面，大城市书店、图书馆的设
施完善程度自不必多说。我近来看到，一些小地方
的书店也有了自己的韵味。比如在云南一座小城，
我打卡的一家书店依托古宅、古木而建，很多游客
不过是偶然走入好奇张望，后来竟发现这书店太
美好，甚至因此更改旅游计划，觉得在彩云之南的
蓝天暖阳下捧本书读一下午，好过去挤入人海。

我老家城市的书店，也有了“主题策划”“文创联
名”，书店的文创很有地域特色，都快成了故乡本土
文化的微观展示品牌。

图书市集人头攒动，在城市里构建起一个个
鲜活、青春、书香浓郁的乐园；各地开始加强文学
馆的建设，让市民们走进属于文学的精神博物
馆，了解每位作家的作品及其背后的人生旅途。

在《我在岛屿读书》这个文化节目里，作家阿来
说，任何一个能真正进入到阅读世界的人，其实都是
在进入一个岛屿。“虽然你跟世俗生活暂时切断了，
但是书籍又打开了一个和世界更广泛联系、交流、对
话、思考的空间。”

在图书行业的新业态背景下，我们读书就是去
一座座岛屿热闹畅游，又孤独思考。和全天下的爱书
人相遇、并行或擦肩，在书中得到相似的感动与滋
养，爱书人永远都不会走散。

新业态里的全民阅读：每种热爱都被温柔对待

云南泸水市民族中学傈僳族师生送给即将

离任的中交天航局帮扶干部一件刺绣礼物。

中交天航局供图

云南“干部规划家乡行动”提升了村庄面貌。 受访者供图

“直播间里的全民阅读”活动在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