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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幸福，平安是
关键。该镇坚持以创新机
制、化解矛盾、源头治理、
宣传引导为着力点，牢牢
把握“干群共治”这一基层
治理关键点，深化平安乡
村建设，切实为乡村振兴
提供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
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深化实施“四议两公
开”，完善党领导下村民自
治的议事协商机制，让村
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
为基层治理“通络”“强
筋”。结合村民代表联系
服务群众、网格矩阵建设
等各项工作，将所有参与
网格工作的村民代表、党
员、干部、网格志愿者等整

合成一支队伍，凝聚集体
力量，发挥政策宣传员、民
情联络员、安全防护员和文
明示范员等“四员”作用，大
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党风引领民风向好
转变。持续开展联点干部
点对点全方位互动，在全
镇24个村（社区）范围内持
续开展带板凳进村活动，
通过入户走访，倾听民意，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今年以来，该镇依托
党群共治，调解邻里纠纷
74 宗，受理信访案件 20
宗，成功办结 15 宗，化解
历史积案 4 宗，党群共治
下的基层治理取得良好
成效。

◆优化服务，夯实治理根基

乡村要发展，经济是基
础。该镇根据“党委统筹、支
部引带、干群联动”的发展新
思路，通过打造“资源优势—
产业发展—经济效益”经济
链，既美了乡村建设的“面
子”，又鼓了村民的“钱袋子”。

全 镇 1000 余 名 党 员 干
部、10 支驻村帮扶工作队主
动融入，主动作为，探索推行

“龙头企业+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五位一体”产
业发展模式。在全镇24个村
（社区）均成立了振裕三农有
限公司，深入推进村“两委”委
员与村办合作社管理人员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村“两委”
其他成员、第一书记、党员致
富带头人参与生产经营的管

理模式。目前，该镇 83 名党
员干部成为合作社理事会成
员及骨干社员，“党员干部带
头、群众自愿参与”的联动发
展模式已然成型。

九公桥镇金盆村地处资
水河畔，土质肥沃。该村根据
地域资源禀赋优势，经镇村两
级调研和征求村民意见，科学
制定“千亩蔬菜”“千亩油茶”

“千亩水稻”五年总规划。目
前，该村打造了 14 万余平方
米的绿色生态养殖场，年收入
20 万元；流转土地 15 万余平
方米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修
建蔬菜大棚1.3万平方米，发
展传统特色蔬菜 6 万余平方
米，预计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10万元。

◆培育产业，激活发展后劲

乡村要振兴，人才要先行。
如何打造一支结构合理、本领
高强、忠诚担当的基层党员干
部队伍？

今年，该镇坚持把政治标
准放在首位，拓宽后备干部选拔
途径，发展年轻党员16名。不断
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激发农
村老、中、青党员的激情与活力，
做到老党员多动嘴，发挥余热

“传帮带”；中年党员多跑腿，帮
助群众解难题；年轻党员多压
担，薪火相传守初心。同时，实行
村干部柜台式集中办公、轮流坐

班值班等，共同解决村民反映的
急难愁盼问题，实现村级阵地不
空岗、服务群众不缺位；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
生活会等组织生活制度，推动理
论学习走深走实。

此外，该镇选拔工作能力
强、经验丰富的班子成员作为
导师，切实培养年轻干部“提笔
能写、开口能讲、遇事能干、问
策能对”的能力，推动年轻干部
在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信
访维稳等重点工作中主动融入
基层“大熔炉”。

◆建强队伍，凝聚组织力量

初冬时节，穿梭在邵阳县
九公桥镇的各个乡村街道，一
幅幅和谐美景映入眼帘：青瓦
红砖的居民庭院错落有致，白
墙壁画令人流连忘返；农田大
棚里温暖如春，反季节蔬菜长
势喜人……

近年来，该镇坚持用好党
建引领这把“金钥匙”，将党的
建设贯穿乡村振兴工作全过
程，在推动强化基层治理、壮大
集体经济等多个方面持续发
力，助推全镇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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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桥镇金盆村精美的墙绘九公桥镇金盆村精美的墙绘。。

◀九公桥镇
塘洪村一角。

▼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的志愿
者清理和维护乡
间道路。

深秋的夜晚，忽闻蝉
鸣二三声，恍然间以为这
是盛夏。陡然，那段不堪
回首的、残破的往事又上
心头。

六年前，我九岁。盛
夏的一天，噩梦从暴雨来
临前开始，狠狠地在我心
中划下一道无法愈合的伤
口。那早，我同往常一样
最晚来到学校。我热情地
向同学们问好，可他们看
到我就像看到瘟神一般，
还不时向我投来一道道怪
异的目光。我当时也没有

多在意，而是快步奔进了
教室。可当我迈入教室
时，却被一阵寒风冻住了：
教室里鸦雀无声，四十多
双怪异的目光，默默地注
视着我。

“怎么了？”我话未说
完，只听“砰”的一声，一人
气冲冲奔至我的跟前，拧
住了我的衣领。他咆哮
着，倒竖的眉毛似乱舞的
尖刀，满眼血丝，充满怒
火。有两男同学扑上来试
图将他拉开，却根本拽不
动他！我一时心痛得无法
呼吸，无法想象这个眼前
几乎要杀了我的人，竟然
是前一天还在和我称兄道
弟、最好的朋友小刚！

后来听其他同学说，
小刚用来给妈妈治病的几
百块钱不见了。他认定是
我偷的，因为我家是出了
名的穷。是啊，我家是出
了名的穷。

班主任让我回家避避
风头，我被遣退回家。我
父母疲于生计，奔波在南
方沿海，没有因为这点小
事回来。

深夜，我蜷缩在被窝
里 ，泪 水 几 乎 打 湿 了 被
子。我为什么要哭？是害
怕吗，还是因为今天所发
生的事？无从得知。我崩
溃地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捶
打着床，直到体力不支昏
睡过去。醒来时，已是第
二天清晨。

我推开窗户，外面正
下着大雨。忽然，一只小
鸟 闯 了 进 来 ，落 在 我 面
前。它圆鼓鼓的眼睛好像
在瞪着我。我看着它，喃
喃自语道：“小鸟，你也找

不到家吗？”它抖了抖身上
的水，那分明是在说：“不，
我找得到！”它转过身去，
面对着暴雨，毅然决然地
扎进雨中。瘦小的身躯在
雨中若隐若现。

我呆呆地望着它，那
么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
及。慢慢地，我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不知
道为什么要笑，正如同我
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一样。

“泽泽，你的电话。老
师叫你回校啦。”邻居大婶
在屋外喊我。我立即走出
门，向邻居家奔，抓起电
话。老师告诉我，一切终
于调查清楚。小刚的那几
百块钱是班上另一个同学
偷的……

听完，我的眼睛像决
堤的水坝，泪水奔涌而出。

我回到学校，同学们
热烈地欢迎了我。而当我
曾经的朋友——小刚向我
道歉时，我强压着满腔怒
火，不断暗示自己：原谅
他，要原谅他，要原谅他。
然而，出口的却是一句：

“不！”在场所有的人都愣
住了。他自嘲般笑了笑，
把头埋进了衣服里。我这
一声，肯定是深深扎伤了
他的心，就像当初他误会
我时一般。

第二天，我没看见小
刚来学校。第三天，也没
看见他……几天后，我向
同桌打听小刚的情况，原
来他转学了。

每当独处的时候，我
总是会想，如果当时我选
择原谅他的话，或许……

（指导老师：林日新
刘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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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
思落谁家。”

我坐在窗边，只见幽静的月
光洒在书上。窗外送来一阵清
风，轻轻吹起纱帘。淡淡的桂花
香混杂在风中，轻轻敲开我的心
门，唤醒那些淡淡的回忆。

儿时的村庄中，家家户户都
爱种树，或桃树或梨树或杏树，
我偏偏独爱桂花树。在村头有
一棵很老的桂花树，翠绿的叶，
苍劲的枝，树干有些弯曲，好似
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尽显沧桑。

我最喜欢在盛夏时来这树
下。这时，它的叶很多很密，隐去
一大片天。一些阳光从叶间洒下，
但也已经被裁得很细很碎了。在

炎炎夏日，这儿无疑是最凉快的地
方。小孩儿在树下闹啊笑啊，男孩
子们上树抓虫，女孩子们笑嘻嘻地
玩着过家家。老人家们搬来小板
凳，坐在树下，听着咿咿呀呀的小
曲，拉扯家常。手中的大蒲扇扇啊
扇，扇走了这细水长流的时光。

到十月，桂花一开，就更热
闹了。那一树的桂花开得灿烂，
一丛丛一簇簇，像点点星光。雨
后更是一片繁华，地上铺了一层
厚厚的桂花。湿哒哒的空气里
夹杂着悠悠的花香，沁人心脾。
清晨，人们来树下捡一些新鲜的
桂花带回去，洗洗干净，拣出一
些好的去做糕点，次的便用来做
香包。我最喜爱桂花糕。于是

外婆也去捡，捡回来为我做。在
红瓦土砖的小屋中，外婆的背影
忙忙碌碌。我迫不及待，也在厨
房进进出出。十月，整个小村庄
都浸在桂花香中，温馨又美好。

在秋日的一个夜晚，我躺在
桂花树下。风轻轻地吹过，拂起我
的衣角，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虫鸣，
一派安详。桂花总与中秋相隔不
远。月光如水，照亮柏油路。远处
的天空悬着一轮圆月，近处是温和
淡雅的桂花，两者相映成趣。在这
样的氛围中睡去，梦都是甜的。

一阵清风吹过，我起身从窗
户向外望，只见一树桂花静静站
在皎皎明月之下。

（指导老师：罗桂平）

故乡的桂花树
邵阳市第十中学 张婧怡

我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桂
花树。这棵树在我读幼儿园之
前就有了，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年龄了。不知这位“老人”见证
了多少的孩子长大，也不知它见
证了多少孩子的离去。

树并不算太粗，两个人抱得
下。但实在是高，从四楼看过去
都看不到顶。葱绿的叶子又密
又多，遮住了树干，像挂满了一
树翡翠。

在我记忆中，这棵树只开过
一次花，看见它开花时我非常开
心。那淡淡的清香随风飘动，我

时常深深地吸气，不让一缕芳香
从鼻尖滑过。一有时间，我就会
跑去看花。一朵朵娇小的橙黄
色的花儿在飞舞的叶丛中若隐
若现，我微笑着看它们，它们则
挥挥手向我问好，并尽全力展开
花瓣，好让香气传得更远。香气
钻进我的鼻子里，久久不散。

树下全是小朋友，一个个努
力地嗅着，像空气净化器。桂花
黄黄的，小小的。摘下一朵，并
没有什么香味。那为什么整棵
树香气那么浓呢?那是因为树上
桂花特别多。满树的桂花像姑

娘家出嫁时头上的金饰，但比那
多多了，至少要万来个姑娘头上
的金饰才差不多。

花开了很久，久到人们都有
些奇怪了，那树上的桂花才落了
下来。桂花落在地上，像坠落的
星星组成的地毯。“星星”还有些
许香味，但远不及刚开时香。又
过了一段时间，地上的地毯被收
起来了，桂花树恢复了原样，像
没开过花一样。

家门口的那棵桂花树，我很
喜欢它，无论它开花或是不开花。

（指导老师：朱义华）

家门口的桂花树
大祥一中396班 任文宁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