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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5月30日，正值端午节，邹城市唐村镇王
炉村的文化广场上搭起了戏台、扎起了凉棚，
后生们将丰盛的饭菜端上桌，村里的乡贤和老
人围坐桌前边吃边聊，享受着晚辈们的服务。

唐村镇29个村居每年端午节期间都会为65
岁以上的老人举办“敬老幸福餐”。这与《礼
记》中记载的“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
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一脉相
承。

近年来，唐村镇对乡饮酒礼进行了挖掘
恢复，并提取其中乡贤文化，在全镇推选、
培养了35名新乡贤，以他们的感染力弥补政府
行政力的不足，探索出了新乡贤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2016年起，全镇启动了“儒风唐韵”
新乡贤文明行动，新乡贤在倡导文明乡风、
促进社会稳定、推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巨
大作用。

“乡贤之德风，

百姓之德草”

参观了唐村镇新乡贤治理成果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
中秋非常兴奋。他认为，新乡贤在转变乡村社
会风气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唐村乡贤潘贞芹带领村民在全镇率先进
行了移风易俗改革，几年来累计为村民节省60
余万元。前葛村葛春顺在红白理事会推动实行
新事新办，丧事时理事会统一发放孝章、白纸
花，仪式也一律从简，受到了村民的欢迎和支
持。

在农村，子女不孝顺、年轻人啃老、兄弟
关系离散等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干部劝说毫无
作用。唐村镇通过培育新乡贤，恢复乡村文化
内在的修复与发展能力，形成良好风气。

乡贤的影响不是来自行政力，而是来自感
染力。唐村镇以村为单位，发动群众提炼整理
本族、本户家风家训，讲好乡贤故事，传承优
秀家风。现年60岁的潘贞芹在家伺候80多岁的
老父亲，是出了名的孝子，令孝贤者点赞、不
孝者汗颜。新乡贤们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
了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

“跪地学古人，站起来写自己”，乡贤潘
玉科的本事则是以先人的道理教导后世。他是
潘氏宗亲家谱和典故的“活字典”，不仅积极
整理潘氏家谱及潘榛事迹，还全程参与了潘氏
家祠的保护性修缮，积极宣讲潘氏家风家训，

带动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解农村的结，

要用农村的理儿”

“他们最了解群众，最容易和群众沟通，
他们是群众心里的自己人。”在唐村镇党委书
记高胜看来，乡贤扎根群众，比起镇村干部触
角更深。

唐村镇包庄村修路占用了村民小李家的土
地，小李因土地赔偿款手续不全没有及时落
实，与村干部发生口角。村里的乡贤得知消息
后，先后5次在小李和村干部之间沟通、协
调，最终问题圆满解决，避免了矛盾激化。

乡贤往往在宗族或邻里中享有威望，通过
发挥亲缘、人缘、地缘优势，使大量的矛盾纠
纷在基层得以解决。“解农村的结，要用农村
的理儿。”潘贞芹总结了化解邻里纠纷的一对
一调解、多渠道劝导以及亲情感化的“三法
宝”，在和谐邻里中无往不利，赢得了群众的
赞誉。

“如果说创新乡贤文化是加强农村思想道
德建设的重要举措，那么打造新乡贤群体则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富强、农民安居乐
业的必由之路。”在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刘

百淞看来，如何打造新乡贤队伍、为他们提供
施展才能的平台同样意义重大。

高胜介绍，他们按照村支部推荐、群众提
名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经党员群众代表会议
表决通过，全镇共推选出35位新乡贤。组织新
乡贤参加各种活动、培训班，提高他们参与村
级治理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与此同时，镇上出台《唐村镇乡贤推选实
施方案》《“儒风唐韵”新乡贤文明行动实施
方案》等制度文件，对新乡贤定位和作用进行
明确界定，建立新乡贤选任、培训、管理办
法。创新打造了政德教育基地和潘榛图书馆，
打造传习乡贤文化的平台和阵地。筹建邹鲁乡
贤研究会，邀请专家学者挖掘乡土文化，弘扬
乡贤精神。

“尽自己微薄之力，

为乡亲办实事儿”

新乡贤是村级发展的加速器。王炉村5位
乡贤人士自发成立了“梦想基金会”，连续5
年为村里新考入大学的学生发放助学金。新乡
贤捐资助学、修路垫沟、扶危济贫的事迹更是
比比皆是。

“我们只想尽自己微薄之力，为村里父老

乡亲们办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王炉村乡贤王
昭柱说。

“任何时候我们重建一个社会，都需要一
批先知先觉者。”在姚中秋看来，新乡贤就是
当下农村社会重建的先行者。

多数新乡贤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强烈的
反哺意识，他们或拥有技术、资本、信息、市
场和人脉等资源和优势，或能以项目回迁、资
金回流、信息回馈、智力回乡、技术回援、人
才回归等形式反哺家乡，是促进乡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宝贵资源。

对于老百姓而言，新乡贤是值得依靠、值
得信赖的民间威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推动
者与农村经济发展带头人。西田村惠计光作为
“西田泥塑”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人，带着一班
人不断改进工艺、研发新品，产品逐渐打开市
场，为村民蹚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退休教师刘孔华成立了山东智侨钢铁艺术
有限公司。公司将报废钢铁进行创意制作，打
造出一件件艺术品，实现了废旧物品的回收再
利用，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在乡贤的影响和带动下，唐村镇各村累计
协调流转土地5600余亩，争取帮扶资金138万
元，牵头或帮助9个村发展经营项目11个，为
家乡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新乡贤治理的唐村实验
倡导文明乡风，促进社会稳定，推进农村发展，新乡贤成农村治理有力助手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近年来，邹城市唐村镇

挖掘乡贤文化，探索新乡贤
治理模式。图为5月30日当
地恢复的“乡饮酒礼”现
场。

□记 者 张誉耀
通讯员 陈雷 来金路 报道

本报微山讯 今年以来，微山县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中针对辖区内小微企业实际，推行
“微积分”工作法，通过细分活动单元开展微型化
教育，运用新兴载体实行积累式管理，有力助推了
企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

微山县按照产业类型和分工，在上下游产业链
中建立党支部，在生产线上建立党小组，改变了集
中上大课的模式，分支部、分小组开展学习，把课
堂设在车间，使内容贴近生产。通过短信平台、手
机报等建立指尖上的教育阵地，充分发挥微信群，
为每个党员建立活动档案，由基层党支部对党员参
学情况进行考核。鼓励党员将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
理，以提案的形式提交支部，并对各项活动进行量
化积分，相关积分成为党员评奖评优的主要指标之
一。在不同类型小微企业开展党员先锋岗、团员示
范岗、职工模范岗、党建工作责任区“三岗一区”
创评活动，分类推进，以党建带群团，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中，形成了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良
好氛围。

微山：“微积分”工作法

助推小微企业学习教育

□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李静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秉公执
法”是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楚孔岭法官给人的一
贯印象。作为楚孔岭法官工作室负责人，他的结案
数量均处全市法院前列，自2016年以来已办结案件
893件，审结案件实现“零错案、零投诉、零上
访”，并荣立三等功四次，201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
评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楚孔岭坚持“五个一”的群众工作法，即：热
心接待每一名当事人，耐心倾听每一次讲述，细心
审查每一处细节，公心审理每一起案件，诚心解决
每一个矛盾纠纷,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接地气的好法
官”。多年来，他一直忙碌在民商事审判工作第一线。
面对案多人少的压力和重任，楚孔岭迎难而上，勇于
承办疑难复杂案件，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全身心投入到办案之中。经他处理的案件，论证有
据，说理充分，赢得了律师和当事人的尊重。

面对收案数量激增、新型疑难案件逐年增多的
多重压力，楚孔岭转变思路,针对劳动争议纠纷案
件的特点，实行“集约化开庭”，对同一企业作为
被告的案件统一排期、集中开庭，一个上午最多可
排15个庭。针对其它类型案件，实行“先易后难、
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审判工作模式，大大提高了
审判效率。他个人审结案件数量每年都超过全院法
官平均数的2倍以上。去年8月，依据他的工作模
式，任城法院成立了“楚孔岭法官工作室”，这是
该院首个以法官个人命名的工作室。

楚孔岭：

接地气的好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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