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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物色
一批素质高、思路广、会经营、善
管理的村党组织书记。其中本土民
营企业家和农村致富带头人 324
人，外出经商返乡创业106人，把
乡土人才和乡贤等拧成一股绳，激
发了人才活力。（《安庆晚报》11
月27日）

如今，我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位居全省前列，“空壳村”“薄弱
村”全部消除这一喜人的实践告诉
我们，在乡村振兴中，那些身上有
本事、手里有绝活的本土民营企业

家、致富带头人，以及“凤还巢”
式的返乡创业能人，在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中的能量更是不可或
缺。同时，这也说明，创业的舞台
不只在城市，创业的激情也不只在
城市，土生土长的乡土人才，只要
找到“创点”，抓住乡村经济发展还
存在的短板，结合当地原生态的气
候和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
业或养殖业，照样能创出一方天
地，并以其引领和示范效应为所在
乡村带来新的变化。

不过，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强
势推进，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剧了乡
村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
失。一些乡村也很难跟得上这个快
速变化的时代，这就容易导致“空

壳村”“薄弱村”出现。
尽管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

设 ， 为 乡 村 注 入 资 金 、 培 育 项
目，但客观而言，在村级集体经
济“空壳村”“薄弱村”的背景
下，外部的输血还会存在一个“水
土不服”的承接难题。这就需要我
们更新人才观念，善于发现乡土人
才。要知道，这些乡村能人成长
于乡土，情系于乡愁，更容易获
得群众在情感上的认同。他们所
从事的行业多与乡村联系紧密，群
众能在生活中有切身感受，从而更
愿意形成合力。因此，着力营造干
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让乡土人才
成为乡村发展动力源，以补齐乡
村振兴、发展乡村经济的人才短

板，使乡土人才真正成为带领技
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
众致富的中坚力量。

乡 村 振 兴 ， 人 才 振 兴 是 关
键。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能力突出的乡村人才队伍，
既需要打通城乡之间人才双向流
动通道，也需要大力挖掘和培养
乡土人才，还需要通过融资、用
地、税收等政策礼包，为他们厚
植沃土，搭建舞台，提供实打实
的 保 障 ， 让 他 们 留 得 住 、 干 得
好。同时用良好的制度环境，赋
予他们权责，给他们压担子，让
他们看到发展远景，如此他们才
能久久为功、施之长远，成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源。

乡土人才可成乡村振兴动力源
潘天庆

“ 听 雨 寒 更 尽 ， 开 门 落 叶
深。”这两年来，我市开启了“落
叶缓扫”模式，已然成为宜城另
外一种美。

不是么？宜城之美不仅体
现在高大上的建筑上，路边金
黄的银杏叶也能让城市瞬间充
满 诗 情 画 意 ， 整 个 街 道 被 一
片金黄色所覆盖，不再是冰冷
的 钢 筋 水 泥 ， 显 得 生 动 而 活
泼 。 生 活 在 这 座文明城市中，
我们不仅需要“钢铁丛林”般
整齐化一，也要人与自然的深
度融合。面对大自然馈赠的无
价之宝，开启“落叶缓扫”模
式 ， 去 欣 赏 银 杏 叶 的 优 雅 之
美，去发出“一叶知秋”的感
慨 ， 去 反 思 “ 落 红 不 是 无 情
物 ， 化 作 春 泥 更 护 花 ” 的 哲
理。试想一下，在过去追求温
饱的年代，有谁还有闲情逸致
去欣赏寒风中的落叶？去顾及
这街头的细节之美？正是由于
党的富民政策好，脱贫攻坚摘
穷帽，乡村振兴奔小康，人们
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
往，才成就了“落叶缓扫”的
宜城之美。

漫步于铺满金黄色落叶的

街道，在街头拍下美景，以此
留住秋意；在行走中聆听落叶的
吟唱，去感怀“一叶知秋”……
这“落叶缓扫”的开启模式，顺
应了市民对自然之美的尊重与追
求，产生出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凸显出特有的人文情怀，让城市
很温暖。

当然，“落叶缓扫”并非全部
不扫，一直不扫，我市优选具有
代表性的观赏点“落叶缓扫”，对
于发黑、变质的落叶，及时清
理，掺杂其中的垃圾有专人捡
拾 ， 重 要 路 段 实 施 “ 一 路 一
策”。这下的是城市管理的“绣花
功夫”，折射的是城市精细化管理
之美。

期待类似城市管理的人文之
美更多出现在生活中，让城市更
温馨，让生活更美好！

“落叶缓扫”也是“风景”
艾才国

随着连续降雨降温，我市城区街头落叶纷纷掉落。记

者从市园林管理处了解到，城区有1000余棵银杏树，它们

主要分布在莲湖公园、天柱山西路、康熙河景观带、菱湖

北路、卫门口街等地。近几年，“落叶不扫”政策在很多城

市推广。那么，我市情况如何？记者走访发现，我市“落

叶不扫”，落叶金黄，成了网红打卡好去处。

（《安庆晚报》11月30日）

过去，为了让城市道路整洁干
净，常常是对落下的树叶随时清
扫，力求“片叶不留”。在这样的机
制下，城市表面干干净净，却缺少
了自然美景和人间烟火气。好在
这样的治理理念正在悄然发生变
化。近年来，我市针对公园内或一
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银杏树观赏点，
实施“落叶缓扫”等措施，为市民和
游客保留遍地金黄，尽显一座城市
的诗意。

花开花谢，叶吐叶落，是自然
演替的法则，也都是正常的生态现
象，落叶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
物。飘落的树叶，在马路上铺成一
条金色“地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
不少美感和诗意。“落叶缓扫”，为
城市留住美好瞬间，满足了人们对
于美的认知、美的向往，更能为城
市增添一份独特的人文韵味，凸显
了城市服务水准，是一种难得的

“绣花功夫”，不仅彰显了人性化，

更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有人可能会说，“落叶缓扫”对

于安全防火方面存在一定隐患，同
时，落叶不及时清扫遇雨水冲刷后
还会造成下水道堵塞。这话当然
没错，但必须明确的是，落叶缓扫
并不是不清扫，更不是所有场合落
叶都不扫，而是在日常保洁过程
中，根据实际情况对有代表性的观
赏点适当保留落叶，并采取分区
域、分时段清扫，如果落叶出现腐
烂、变黑，自然不会缓扫。

叶落知秋，霜落知寒。如果
说秋风给了秋天颜色，那银杏叶
的金色，就是阳光下最绚烂的一
种。落叶缓扫一阵儿，美景多留一
刻。可以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转
变和进步。让我们为“落叶缓扫”
这一人性化管理措施点赞，让留住

“落叶风景”这样的柔性管理成为
常态，在“缓扫”中留风景，在细节
中见温度。

让柔性管理成为常态
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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