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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福建省清流县首个乡贤理事会在龙津镇成立，并
制定了理事会章程，以制度形式明确乡贤参事的形式、方法、程序
和要求。

在乡贤甄选上，采取“本人自愿、村庄推荐，综治、公安、纪检、
计生等相关部门协审，乡镇审查，并经公示无异议”的程序确认。同时，
各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对乡贤理事会的领导。

据龙津镇大路口村党支部书记巫升根介绍，去年村规民约的修
订、实施、奖惩 3 个重点环节让乡贤全程参与，内容涵盖个人修养、
家风家教、乡风乡俗等。前不久，大路口村乡贤黄芳济用村规民约
化解了一件邻里冲突事件。“两家因为利益发生争吵，他们还叫来
各自的族亲帮忙，随时可能发生群架事件。经我耐心劝导，没等治
保主任到来就处理好了。”黄芳济说。

除了乡村治理，清流县还让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通过
乡贤的威望和带动作用，推动村民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带头抵制和
破除聚众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

目前，全县13个乡镇均成立了乡贤理事会，甄选各类乡贤563人。
自组织实施“乡贤回归”社会治理工程以来，清流县乡贤参与调处
矛盾纠纷129件，吸引乡贤回乡投资1.5亿元创办企业5家，捐资助学、
扶贫济困累计 200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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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记者走进甘肃省肃州区泉
湖镇花寨村“鱼菜共生”循环农业项
目基地的温室大棚，轻音乐回响在耳
边。与普通大棚不同的是，这里的蔬
菜并未长在土壤里，而是长在铺满火
山石的栽培床上。大棚另一边是一排
“回”字形鱼池，加州鲈鱼、鸭嘴鱼、
锦鲤等鱼儿游得正欢。栽培床下方的
水，与鱼池中的水24小时循环流动。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项目，
由养殖区、种植区、水处理区组成。
养鱼的水经过滤和微生物分解，作为
肥料提供给蔬菜，蔬菜吸收过滤后，
干净的水又流回鱼池供鱼生长。这样，
种菜不施肥，养鱼也不用换水。”该
基地温室负责人吴孝华介绍说。

据了解，基地温室采用智能技术
控制，自动调节水温、溶氧量、氨氮
含量、亚硝酸含量等数据。“某项指
标一旦出现问题，手机软件会自动报
警，操作方便、不费劲。”吴孝华说。

“该项目利用潮汐功能实现氧气
和水分更替，形成鱼肥水—菜净水—
水养鱼的生态循环模式，符合生态环
保理念，具有广阔前景。”肃州区蔬
菜技术服务中心推广研究员专门到基
地参观学习，并对项目精细化管理给
予肯定。

虽然项目刚启动，但吴孝华信心
满满。下一步，他计划扩大种植养殖
规模，引进“虾菜共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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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蔬菜喝“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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