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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贤和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乡村的发展、治理、稳定中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乡贤重新走进国家、社会和公众的视野。浙江对乡贤的认识和实践,基础好、起步早、起点高、

发展快、成效好,从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开启海外乡贤回乡投资建设的先河,到率

先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形成全国最多的乡贤群体;从创办全国第一个乡贤研究会,到着力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

从充分发挥乡贤在推进乡村振兴、公益慈善和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到建立健全政策指导、法规保障、会议推动、

典型示范、组织完善“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形成了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深入研究探

索新时代乡贤的历史传承、积极作用、政策指导、组织机制、氛围营造等,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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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
大振兴”中,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和关键。而量大面广、德才兼备的乡贤是最为宝贵的人

才资源,应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广大乡贤的积极作用,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助
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浙江对乡贤的认识和实践,基础好、起步早、起点高、发展快、成效好。早在2001年1月6日,绍兴市

上虞区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乡贤”命名的“上虞乡贤研究会”。20多年来,全省各地乡贤会、乡贤馆、乡
贤工作室等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壮大。海内外乡贤在家乡的感召下,纷纷以各种形式回乡投资、回报

桑梓,成为浙江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成为率先提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治理体

系的重要基础,成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成为农业农村工作和农民收入水平一直位

居全国前列的重要“基因密码”。

一、新时代乡贤源起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呼唤
    

乡贤,一般指乡村中有贤德、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人士。正如明代汪循所言:“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



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乡贤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后来逐渐形成了包括书写乡贤、祭祀乡贤、让乡

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整套乡贤文化体系。“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长

期的农耕文明和封建社会中,对促进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乡土认同、生态保护等起着无可替代

的作用[1]。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乡贤一度淡出国家、社会和公众视野。然而,乡

贤犹如一颗沉睡的种子,深埋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中。
 

改革开放以来,离土离乡、心系桑梓的海内外中华儿

女独特的经历和情感,使乡贤又重新走进国家、社会和公众的视野。201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

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

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2017年中央1号文件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培育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

1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又一次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这为创新乡贤文化,发挥

乡贤作用指明了方向。诚然,由于时代变迁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的巨大变革,这时的乡贤已完全

不同于封建社会传统村落的乡贤,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乡贤,可称之

为新乡贤或新时代乡贤。
    

新时代乡贤的形成和作用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其一,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初,即1978-2000
年,是海外乡贤回报祖国和国内乡贤成长的阶段。当时,面对百废待兴,国家感召和吸引海外华人侨胞也

就是海外乡贤回乡投资建设。同时,随着高考恢复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加快推

进,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或投身高考、或知青返城、或进城打工、或经商办厂,催生了新一代乡贤的成

长。其二,新世纪,即2000年以来,是国内外新乡贤回报桑梓的阶段。经过20多年打拼成长起来的离土

离乡的农村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翘楚骨干,他们心系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故土,志

愿帮助家乡摆脱贫困、走向复兴。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由乡情、乡愁、乡愿引发的情感愈发强烈。
    

在新时代乡贤辈出的浪潮中,拥有深厚乡贤文化土壤的浙江,率先感召海内外乡贤回乡建设,率先启

动“浙商回归工程”,率先创立乡贤研究会和乡贤馆,率先制定出台乡贤回归政策,率先树立表彰乡贤典型

等,成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的先行者、引领者和践行者。
    

(一)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开启召唤海外乡贤投资建设家乡的先河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面临百业待兴和资金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如何加注中

华巨轮启航的第一桶油,掘到发展腾飞的第一桶金,邓小平想到了宁波帮,想到了海外的宁波乡贤。宁波

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属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它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

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1843年上海开埠,中外贸易的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让早期的宁波帮商

人看到了新的商机。他们在金融、贸易、航运、制造等行业崭露头角,宁波帮由此创造了百余个中国“第

一”①,由此确立了在近代中国的产业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初期,尚有30多万宁波帮旅居世界6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邓小平以其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以打亲情

牌、家乡牌、乡愁牌,争取广大海外华人华侨报效祖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祖国

统一最直接有效的途径。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时,诚恳地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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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宁波帮创造的百余个中国“第一”: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

商银行)、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批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证交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第一

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第一家味精厂、第一家灯泡厂,等等。参见360百科宁波帮—中国传统商帮。



玉刚说:“请你当参谋。不仅是船和旅游的事。我们请你出主意。”[2]196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国

务院领导汇报宁波工作时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3]321 会上,他提出对

宁波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2]190 那一时期,邓小平频繁

会见海外工商巨子王宽诚、安子介、邵逸夫、包玉书、包玉刚等宁波帮的头面人物。
    

广大宁波帮积极响应国家召唤,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出资出力,促成了宁波市计划单列、港口开发、

大学建设、大项目引进等一系列大事要事,为宁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开启了海外乡贤回国投

资建设家乡的先河。
(二)形成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和全国最多的乡贤群体,实施“浙商回归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广大农民为了脱贫致富,摆脱“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束缚,秉持“四千精神”“三板

精神”,洗脚上田,走出田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海内外形成了庞大的浙商群体

和乡贤群体。截至2022年8月底,浙江市场主体总量突破900万户,每7个浙江人中就有1个创业者。

此外还有600多万浙商纵横中国国内,200多万浙商遍布世界,遍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4]。在浙商群体

中,有许多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心系家乡、情系家乡的乡贤①。据2020年不完全统计,浙江各地已建立联

系的乡贤约有40万名。
    

为充分发挥广大浙商思念故乡、回归反哺、回报桑梓的积极作用,2005年6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提出:“为浙商的回归搭建平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创业环境,使更多在外创

业有成的浙商反哺家乡”[5]145。随后,2006
 

年6
 

月3
 

日,他在浙商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浙商回归工

程”[6]100。2012年省政府把“浙商回归工程”作为“头号工程”。2011年10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召开了

首届“世界浙商大会”,主题是“创业创新闯天下、合心合力强浙江”,感召天下浙商回乡创业,回报家乡。

到2022年12月,“世界浙商大会”已连续召开了六届,累计上万人次浙商参加了大会,吸引浙商回归投资

总额上万亿元,成为吸引海内外浙江乡贤回乡投资建设的重要平台和金字招牌②。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纷

纷搭建平台,把新乡贤请上舞台。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世界温州人大会、世界湖州人大会

……一场场新乡贤盛会在浙江上演,呼唤游子回家,激发广大乡贤反哺家乡的热情。
    

(三)创建全国第一家乡贤研究会

绍兴市上虞区拥有2200多年的历史,曾出现“舜会百官”“东山雅聚”“春晖集贤”等三次名人大聚会,

孕育出一大批俊贤硕达,厚植了上虞乡贤文化基础。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当过中学校长的陈秋强在

深圳办厂谈起家乡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上虞这个地方。陈秋强一方面为传统文化、乡贤文化的冷

落而担忧,一方面也对如何弘扬和复兴传统文化、乡贤文化进行思考。2001年1月6日,陈秋强发起成立

了全国第一个以“乡贤”命名的“上虞乡贤研究会”。研究会先后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杭州、香
港等地举办“走近虞籍乡贤”的采访活动,零距离听取了乡贤对家乡政治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及时报道

乡贤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从而大大增强了虞籍乡亲对家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了虞商“生在上虞、发
展在外地、贡献在家乡”的新风尚,研究会也因此被人们誉为“一座家乡游子的连心桥”[7]。

    

目前,上虞依托区乡贤研究会,设立9个研究中心,组建20个乡镇街道乡贤参事会、228个村级乡贤

参事会,吸收乡贤会员8
 

615名,聘请乡贤顾问685位,形成了区乡贤研究会、乡镇街道乡贤参事会、村级

乡贤参事会的三级联动,进一步理顺、加强了社会基层治理工作格局。全区共设立由乡贤出资的公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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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浙商中著名的乡贤,如创办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创办传化集团的徐冠巨、创办横店集团的徐文荣、创办雅戈尔集团

的李如成,创办圣奥集团的倪良正、创办花园集团的邵钦祥、创办天能集团的张天任、创办海正集团的白骅、创办华通集团

的王苗通等。

2022年12月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浙商大会”,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尚有780余名嘉宾出席主体活动,

1600余名嘉宾出席9场专题活动,招引重大投资项目78个、总投资额3699亿元人民币,为历届“世界浙商大会”之最。



金达100余个,经乡贤引进的各类回归项目到位资金100多亿元,乡贤参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
 

100余

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2015年,在上虞召开的全国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上,该模式被誉为

“上虞经验”。《光明日报》称之为“上虞现象”,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上虞“中国乡贤文化之乡”。近年来,上
虞接待了18个省市,84个地区,超过200多批次的考察团前来交流学习,“上虞经验”得到了各级领导和

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二、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

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正如2022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
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

的。”[8]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广大新时代乡贤在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和公益慈善、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助力产业振兴

乡贤创办的“公司+农户+”模式,引领村民走土地规模化经营、数字化生产、市场化营销、特色化发

展道路。发展现代农业,既要有情怀,又要有实力,而同时具备这两者的,往往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乡贤。

从浙江农业大县海盐的实践看,目前经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有1
 

307家,示范性家庭农场174家。全县家

庭农场总注册资金7.83亿元,总经营面积14.55万亩,平均经营面积118亩,涵盖全县所有农业主导产

业。也就是说,过去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经营已转变为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而这些家庭农场主大多是

当地的乡贤。

海盐县西塘桥镇永宁村绿优家庭农场主陆海滨,是一个90后新农人。2017年,听说海盐县开始推广

“稻虾种养”,陆海滨毅然辞去大城市的工作踏上返乡创业路。经过五年多的辛勤付出,陆海滨的“水稻—

小龙虾”综合种养示范基地从30亩扩大到270亩,2021年水稻亩产550余公斤,水稻亩产值1
 

600余元,

小龙虾平均亩产140余公斤,龙虾亩产值4
 

760余元,亩均产值6
 

500余元。在陆海滨的带动下,永宁村已

有12户“稻虾共养”大户,农事服务辐射周边农户70余户。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春峰,是海盐

县沈荡镇齐家集镇人,他创立了“公司+合作社+基地+种植户”的经营模式,由一颗青菜心起家,发展成

集研发、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构建了蔬菜“生产基地+加工企

业+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从全省看,各地广泛开展“百贤百企兴百村”或“万名乡贤帮千村”活动,有效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

湖州市在深化实施“百贤百企兴百村”活动中,引导252位新乡贤企业家发挥其资金、技术、管理优势,共
商共话、因地制宜打造69个乡贤强村富民项目,持续提高村集体经济活力;聚焦民生服务,重点解决帮扶

人群就业需求,发挥乡贤企业力量提供爱心岗位700余个,帮助农村低收入群众获得稳定增收。台州市

开展“万名乡贤帮千村”行动,发动1.3万名乡贤与1
 

988个经济薄弱村开展结对帮扶,投资额达240亿

元。在衢州市龙游县,新乡贤带来的“龙游飞鸡”、天池药谷、龙山运动小镇、竹溪谷民宿等项目,成为该县

发展美丽经济幸福产业的领军企业。缙云县先后吸引普化源生态旅游度假项目、蛟龙谷旅游项目等100
多个乡贤项目回归,累计回归资金50.8亿元。

    

(二)助力人才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人才是根本。城市反哺农业农村,人才反哺是关键。针对一个时期

以来,浙江农村人口外流甚至出现空心村情况,各地积极探索通过感召吸引乡贤回村,带动年轻人回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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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成“回归一个乡贤,发展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示范带动效应。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晏海军,是从龙游县希唐村走出来的著名乡贤。2020年10
月,他响应龙游县湖镇党组织的感召,回村参加村两委换届选举并当选为希唐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

任。在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下,他团结村“两委”一班人,充分利用经营管理企业的经验,把企业的人才、资
金、技术、渠道等资源要素向希唐村倾斜,创办了“希唐蜜桔”品牌和蜜桔采摘节,大大增加了桔农收入。

同时,精心规划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对古村落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初步改变了希唐

村的面貌,开创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融合、工农商并举的新模式。
    

总体看,浙江着力构建乡村人才成长新环境,开展产业、规划、技术、数字、文化等“五路人才促振兴奔共

富”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我的村庄我的梦”新乡贤带富工程等乡村人才振兴十大工程,完善乡村人才培养、引
进、管理、使用、激励、服务等机制,培养了一支数量大、素质高、结构合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乡
村人才队伍。截至2021年底,全省乡村人才队伍总量突破200万人,其中累计培育农创客20

 

358人,平均每

名农创客带动18名农民就业。同时,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和高素质农民培训,开展“百人千场”名优教师送教

下乡活动,实施“三年万名基层卫生人才招聘行动”等,培养集聚了一大批促进乡村振兴的人才[9]。
    

(三)助力文化振兴

乡贤把现代文化理念与传统乡村文化相结合,重塑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文明建设。乡贤文化是扎根

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以
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标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

化特征,又呈现相对独立的一面,包括村落中的乡约、族规和祖训,家族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

祀,进而推及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

和现实性特征,以及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等特点,是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

诚然,受历史、地域和习俗等局限,传统乡村文化也有重尊卑贵贱、轻公正公平,重家族家规、轻法纪公理

等封建糟粕的一面。

重构传统乡村文化离不开新时代乡贤的撮合黏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

的乡贤,可以把走南闯北、在城市打拼积累起来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能以及文化修养带回农村,把城市

文明、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等带回乡里,并与乡村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乡村熟人社会、熟人经济中注入越

来越多的法治、契约、规则、协作、尊重、同情等现代文明理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乡村落地,形成新乡村文化。
    

浙江积极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新乡贤以资助、捐赠等形式,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场所建

设,共建共享乡村文化阵地。温州市苍南县实施“乡贤·文化塑魂工程”,搭建乡贤之家,“黄传会书屋”与
“雁过藻溪”文化客厅等已成为当地文化地标。台州市玉环市大麦屿街道乡贤联谊会筹集乡贤基金3

 

200
多万元,设立“聚贤教育”基金、“乡贤文化”基金等,推动优秀文化走进百姓家。绍兴上虞区开展新乡贤文

化进校园活动,将新乡贤文化元素融入校园环境建设,弘扬新乡贤文化中的爱国爱乡、敬业精业、崇德向

善的道德力量。
    

(四)助力生态振兴

乡贤对家乡的思念往往是一棵树、一条河、一座山、一片田的绿色“乡愁”。我国古代先哲历来有“天
人合一”的自然观,各地村规民约也都有保护生态的内容。先贤们利用自然条件创造的水利灌溉工程,造
福了几代黎民,至今还发挥着灌溉作用,如浙江丽水通济堰、宁波它山堰等7处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而这些往往也是乡贤乡愁的标记。

当今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新时代乡贤更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05年8月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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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鼓励余村要坚定不移地走生态富民的路子。而当时带领余村走上生态富民道路的就是时任村党支部

书记鲍新民。他作为安吉县优秀新乡贤代表,在余村任职期间,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于2020年6月成立鲍新民工作室,下设“两团、两会、两队”六个团队,其中就包括乡

贤参事会。乡贤参事会充分凝聚广大乡贤的作用,收集村情民意,助力矛盾纠纷化解,组织乡贤参与“余
村故事宣讲团”,为家乡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10]。

为迎接杭州“亚运会”,钱塘区临江街道在组织开展环境大整治大提升中,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力量,积
极探索“筹资、筹智、筹服务、筹治理”新乡贤参与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方法,引导新乡贤人士、企业家等各方

力量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添砖加瓦,实现新乡贤助力人居环境整治,共建共享美丽人居环境的新路子[11]。
    

(五)助力组织振兴

优秀乡贤担任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农村组织振兴的关键一招。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

障。一般来讲,乡村组织振兴主要包括四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和农村社会组织。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核心,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因此,乡村振兴必须突出乡村党组织振兴,以乡村党组织振兴带动和保证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关键要选好“领头羊”“带头雁”。总结回顾浙江农业农村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优秀乡贤培养为农

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共谋致富。这里,既有一直扎根农村、创办乡镇企业的,也有创办

民营企业、离土不离村的;既有被组织感召和乡亲们推选而放弃城市工作生活的,也有被组织感召和乡亲

们推选但仍担任城市公司要职的。总之,这些村党组织书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同属被组织信任

和村民敬重的新时代乡贤。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是土生土长的花园村人。40多年来,邵钦祥敢于尝鲜,不弃传

统,用超前的思维和超凡的胆识,率先在花园村走工业化道路,实现了以工富农、以工强村、以工兴村;他
用独特的眼光和坚强的毅力,与中科院合作研发维生素D3项目,打破了国际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成就

了世界第一;他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持续的发展,引导广大花园村人掀起创业创新热潮,打通了花园红木

家具全产业链,打造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花园集团。2021年花园村实现营业收入642亿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15.6万元[12]。这种由优秀企业家、优秀乡贤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案例在浙

江不胜枚举。新乡贤担任村两委干部这一创新模式,充分激发了乡村自治动力[13]。
    

(六)助力公益慈善

乡贤通过建立慈善基金会、慈善老年之家、捐资助学等形式回报父老乡亲。浙江虽说总体发展比较

均衡,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差别,农村发展还比较落后,特别是一些山区海岛等交通不便、远离城市、外
出人口比较多的农村,亟须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救助。这方面,乡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

说,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乡贤,基本都建立了慈善基金会,把回报乡村父老乡亲作为“我心归处”,助力

改善乡村困难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住房、医疗、养老、读书等生活条件。
    

荣获2019中国慈善榜“十大慈善家”之一的圣奥集团董事长倪良正,早在2011年就成立了圣奥慈善

基金会,迄今实施了130多个慈善项目,捐赠资金超过1.6亿元,受益人多为贫困家庭、生活困难的大学生

和农村孤寡老人,受益人数超过5万人。他为西湖大学的创办捐资1亿元,并资助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

学家庭困难的大学生读书;在农村创办了45个
 

“圣奥老年之家”,捐资1
 

000余万元用于家乡建设,以实

际行动造福桑梓。
    

荣获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的郑超豪,创建了温州首批村级新乡贤参事会,组织成立瑞

安新乡贤学院,创立了11个民间慈善基金,基金总额达4
 

000多万元,帮扶、奖励对象超200万人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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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的詹耀良,在台州累计投资70多亿元,创建了18家企业,帮助上万

人解决就业问题,年均创造税收上亿元,同时为家乡捐款捐资3
 

000余万元。荣获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

·最美乡贤”的李达三,多次慷慨捐资,累计捐赠超13亿元,以实际行动造福桑,报效国家。
    

(七)助力乡村治理

新时代乡贤借助“乡贤参事议事会”等参与乡村治理,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乡村治理是国家

治理的基础和底层逻辑。在过去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偏远的乡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皇权不

下县”,乡村治理主要靠乡贤自治。现在已与过去完全不同。我们党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中,一
直高度重视乡村治理,把乡镇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把行政村作为基本治理单元,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村

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村支部是农村一切组织和全部工作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对村委会实施

领导,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村委会是村民民主选举的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

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在乡村基层的实践,早在2013年9月,嘉兴桐乡市就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

管理“德治、法治、自治”建设的实施意见》,率先提出探索“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得到

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2021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整版刊发《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

浙江桐乡———“三治融合”促基层善治》,其中写道:“全市211个村(社区)逐步构建‘一约两会三团’治理

载体———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等,着力形成‘大事一

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报道充分肯定了“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基层治理

的重要作用。

著名的“枫桥经验”原发地绍兴诸暨市,在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面对当地基层特别是乡村

地区出现真空、人才和资金外流、群众道德观念淡薄等治理困境,于2015年6月印发《关于培育和发展乡

贤参事会的指导意见》,实施一系列鼓励乡贤文化复兴的政策,将当地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企业法

人、“返乡走亲”机关干部、社会工作者、经济文化能人、教育科研人员以及在农村创业建设的外来生产经

营管理人才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乡村精英纳入新乡贤队伍,建立乡贤参事会、乡贤调解团、乡贤

协会、乡贤帮忙团等组织,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矛盾化解、道德引领、“美丽乡村”与“平安诸暨”建
设等方面的治理优势,彻底改变了基层治理面貌,使新乡贤参与治理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大

特色[14]。

三、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
    

浙江对“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生动的实践探索。自2015
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浙江积极响应,先行先试,逐步建立健全政策指导、法规保障、

会议推动、典型示范、组织完善“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形成了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浙

江模式。
    

(一)政策指导,明确新乡贤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边界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工作的风向标、指挥棒、方向盘和助推器,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立

足点。201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两进两回”行动的意见》,就实施科技进乡

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行动作出指导。其中,首次提出“实施乡贤回农村行动”,并明确

如下要求。一是行动目标:到2022年,吸引20万名新时代乡贤返乡回乡投资兴业、建设家乡,乡贤助推乡

村振兴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二是行动内容:吸引乡贤回归,成立县乡两级乡贤工作站,建立乡贤人才库和

重点乡贤联系制度,因地制宜建设乡贤活动中心、乡贤之家、乡贤馆,支持各地制定乡贤回归激励措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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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乡贤组织,制定乡贤组织章程示范文本,规范乡贤组织成员认定条件;发挥乡贤作用,建立乡贤回归投

资重大项目库,支持乡贤公益机构建设,依法依规参与民主协商和乡村治理。三是政策扶持和工作保障:

打造回乡入乡创业创新平台、落实税费减免政策、落实用地支持政策、完善用水用电政策、落实社会保障

政策、优化农村营商环境、守牢底线红线、加强组织领导等。四是主体责任:省农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总

牵头,省委统战部、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团省委分别负责牵头“两进两回”相关专项行动,各有关单位积极

配合,共同推动。
    

接着,202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指

导意见》。该意见的综合性、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都很强。一是明确了概念和标准,指出新乡贤主要

指籍贯、工作、亲属等方面与本地有密切关系,且品行好、有能力、有影响、有声望、热衷公益事业、热心家

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士;明确新乡贤在思想政治、个人品德、专业成就、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具体评价标准。

二是明确了政治引领,指出要充分发挥新乡贤中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注重在符合条件的优秀新乡贤中

发展中共党员。三是明确了服务大局,指出动员新乡贤在党组织领导下依法依规发挥作用。四是明确了

广泛团结,指出妥善处理新乡贤工作中党内党外、体制内外、本地外地、海内海外等关系,把不同群体、不
同身份、不同行业的新乡贤团结凝聚起来。五是明确了主要举措,指出实施新乡贤助力产业兴旺行动、文
化建设行动、乡村治理行动、生态宜居行动、公益慈善行动等“五大行动”。六是明确了服务保障,指出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联系服务、建立激励机制。七是明确了责任主体,指出按照职责分工,省委办公厅、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等20多个部门分别参加,并形成工作合力。
    

(二)法规保障,把“引导乡贤回归”纳入《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立法立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法律依据和根本

保障。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根据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紧密结合浙

江实际,制定公布了《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并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使浙江实施乡村振兴有了

“一法一条例”的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富有许多先行先试的条款,其中就有“引导乡贤回归”的
规定。具体见第八章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引导乡贤回归、青年返乡和人才入乡激励

机制,完善农创客扶持政策,加强对经营管理人才、法律服务人才、农林牧副渔技术人才、电子商务人才、

文化旅游人才等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搭建乡村振兴服务平台,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利用技术、资金、资
源等优势服务乡村振兴。”这在全国是首创,具有引领性意义。

    

(三)会议推动,着力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

为总结部署新乡贤工作,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2020年8月7日,在台州市召开了全省新乡贤工作

推进会。会前,省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会议

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更加突出政治标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严把人选“入口关”;突出实效导

向,发挥新乡贤助力发展的“生力军”、维护稳定的“助推器”、人才培育的“蓄水池”作用;突出品牌建设,紧
扣中心大局、强化示范引领、鼓励实践创新;突出政策保障,用足用好已有政策,不断细化举措,发挥叠加

优势,以“重要窗口”建设标准高水平推进新乡贤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构建新乡贤工作大格局,进一步

健全工作协调机制[15]。

全省新乡贤工作推进会的召开和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

用的指导意见》,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全省新乡贤工作的健康发展。如湖州市于2020年11月制定印发了

《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实施意见》,积极为新乡贤发挥优势作用明确原则、

搭建平台、明确路径、强化保障,有力引导和支持广大新乡贤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为浙江省乡村振兴示范

省建设贡献湖州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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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示范,开展“最美乡贤”评选活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示范、典型引路,历来是我们党创造性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为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的“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精神,2021年11月,

省委统战部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启动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评选学习宣传活动,

经综合考量思想政治素质、社会道德形象、助推乡村振兴事迹等因素,最终评选出15名年度“最美浙江人

·最美乡贤”,并于2022年3月5日举办2021年度“最美浙江人·最美乡贤”揭晓仪式。正是这份梦里萦

绕的乡情、乡音、乡愁,让乡贤情怀在浙江大地画出最大同心圆。
    

同时,浙江省委宣传部及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户端、杭州日报等主流媒体,经常刊发各地乡贤工作

的经验做法,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杂志社重点刊发省委统战部领导撰写的题为《高标准建设新乡贤

工作“新品牌”》的文章[16],各地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举乡贤、颂乡贤、学乡贤”活动,积极营造让乡贤更好

发挥作用的氛围。
    

(五)组织完善,全面形成省、市、县、乡、村多级联动的新乡贤工作体系

在各地积极创办乡贤研究会、乡贤联谊会、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乡贤馆、乡贤工作室、乡贤慈善

基金会等基础上,2016年以来,省委统战部把“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作为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

健全“新乡贤+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引导和支持广大新乡贤在农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民增收、乡风涵育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有关发挥新乡贤作用文件的指导下,围绕着力构建新乡

贤工作大格局,进一步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由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全面形成省级指导、市级统筹、县级负

责、乡级主抓、村级参与的新乡贤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工作评价机制,明确考核要求,加大督查指导,强
化舆论宣传;进一步健全人才培育机制,全面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激励新乡贤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年

轻一代新乡贤培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努力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推进“两个先

行”,努力打造“重要窗口”提供更加广泛的智力支持。

四、几点思考与建议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中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推动新时代乡贤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以及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就全国而言,新时代乡贤的发展和作用发挥,还存在不充

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无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还是政策指导、氛围营造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一些不

足和短板,亟待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一)加强理论研究,提高对新时代乡贤的认识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然而目前对乡贤的研究还比较少,成果不多,理论落后于实践。如:乡贤、新乡

贤、新时代乡贤概念的内涵外延如何界定,尤其是随着城镇化发展,可否跳出乡村范围,把故土故地的名

人也视为乡贤;我国乡贤的历史如何溯源,其历史作用如何评判,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国历史悠久、

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差异极大,各地乡贤的文化特色如何;乡贤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是几千

年农耕文明的重要体现,其世界意义和影响力如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的加速推进,导致农业工

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未来乡贤文化走势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度研究,以形成共识,指
导实践。

       

(二)加强实践探索,开展新时代乡贤示范建设

实践是具体的、生动的、丰富的,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乡贤及乡贤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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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沃土之中,然而又像方言和文化习俗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有着不同的特点,其作用和影响力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在省域、市域、县域、乡镇和广大村庄

开展示范,支持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新各具特色的新时代乡贤工作,创造丰富多彩的新时代乡贤

文化。
       

(三)加强政策指导,支持新时代乡贤更好发挥作用

政策是指挥棒和风向标。自2015年中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已有8年多时间,各地在越来越重

视发挥乡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亟待政策上的厘清。如,新时代乡贤

的标准条件和人员构成如何界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领导各类乡贤组织发挥作用,乡贤担任党组织书

记或村“两委”干部而又在外经营管理公司的政策边界,离退休党员领导干部回乡担任村“两委”干部或参

加乡贤组织活动的政策边界,乡贤在投资、捐资、办学、助老、修路、用地中与村民发生矛盾如何调处,以及

各级政府开展乡贤工作的经费如何保障等,都亟待政策指导。
        

(四)加强氛围营造,扩大乡贤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贡献力

“见贤思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应在全社会开展“举乡贤、颂乡贤、学乡

贤”活动,全方位营造识贤、敬贤、爱贤、用贤的氛围,对优秀乡贤树碑列传,广泛宣传乡贤事迹,让想干事

者有机会,让能干事者有舞台,让奉献者有荣耀,使乡贤在反哺家乡、回报桑梓中得到精神鼓励和社会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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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ngxian
 

and
 

Xiangxian
 

culture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
al

 

culture,
 

and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stability
 

of
 

rural
 

are-
as

 

throughout
 

the
 

a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Xiangxian
 

has
 

come
 

back
 

into
 

the
 

vision
 

of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the
 

public.
 

Zhejiang
 

has
 

a
 

good
 

foundation,
 

an
 

early
 

start,
 

a
 

high
 

starting
 

point,
 

rapid
 

development,
 

and
 

good
 

results
 

i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rural
 

sages,
 

starting
 

with
 

Deng
 

Xi-
aoping’s

 

proposal
 

to
 

“mobilize
 

the
 

Ningbo
 

gang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uild
 

Ningbo”,
 

opening
 

the
 

precedent
 

for
 

overseas
 

rural
 

sage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tak-
ing

 

the
 

lead
 

in
 

implementing
 

the
 

“Zhejiang
 

Merchants
 

Return
 

Project”,
 

forming
 

the
 

largest
 

group
 

of
 

ru-
ral

 

sages
 

in
 

the
 

country;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ntry’s
 

first
 

research
 

association
 

on
 

rural
 

tal-
ents

 

to
 

the
 

focus
 

on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rural
 

talent
 

work;
 

From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rural
 

sages
 

in
 

promoting
 

rural
 

industry,
 

talent,
 

culture,
 

ecology,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and
 

rural
 

governance,
 

to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five
 

in
 

on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policy
 

guidance,
 

legal
 

protection,
 

conference
 

promotion,
 

typical
 

demon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mprovement,
 

a
 

Zhejiang
 

model
 

of
 

rural
 

sages
 

assist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has
 

been
 

formed.
 

In depth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inherit-
ance,

 

positive
 

role,
 

policy
 

guidanc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and
 

atmosphere
 

creation
 

of
 

rural
 

elites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
 

and
 

achieving
 

strong
 

agriculture,
 

rural
 

beauty,
 

and
 

rich
 

farm-
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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