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社区老年服务站下棋的老人讲述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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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天气渐冷，可观山

湖区金元社区的居民又发现了一

个“暖心工程”———南北小区通往

社区法治文化广场电子门两旁的

楼梯处，安装上了扶手。

金元社区分为南区和北区，中

间隔断处是社区法治文化广场。 以

往，居民出入广场时，小区电子门

处的 40 米斜坡台阶， 给老年人的

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

第二批主题教育中，金元社区

党总支紧扣 “学”“干”“改” ，努

力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

暖民心、顺民意的具体成效。

“我们结合实际，根据社区老

年人的身高情况，从而判断扶手安

装的点位及高低，实施楼梯安全扶

手安装工程。 现在即使是下雨和凝

冻， 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走路打滑

了。” 金元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袁琴说。

“微改造” 提升安全感和幸福

感，这样的事例在金元社区还有很

多。 例如，社区法治文化广场到观

山湖公园过去缺少无障碍通道，让

坐轮椅的老年人和推婴儿车的居

民很不方便。 了解到居民的诉求

后，社区联动共建单位及时解决了

这一问题。

在该通道建成验收当天，袁琴

和施工人员守在旁边，特地让坐轮

椅的老年人来亲身体验。 当老年人

反馈“坡太陡，轮椅下坡速度太快，

不好刹车” ， 社区就立即按照反馈

意见，对通道进行修改，直到群众

满意。 如今，通道接头处还留下了

一条因修改造成的小裂缝。

社区居民徐敏今年 70 岁，她

说，通道虽然留下了一条小裂缝，

但是却很珍贵， 因为这是社区将

实事做实、 关心居民群众的具体

表现。

金元社区有 1 万多名居民，其

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 21.82%，

而社区工作人员只有 19 人。 第二

批主题教育层级下移，参加单位同

群众的联系更直接，面对的矛盾问

题更复杂，如何让主题教育行之有

效、深入人心是关键。 金元社区党

总支给出了八个字的答案：“党建

引领、凝心聚力。 ”

在金元社区，有一个大家都熟

知的“名人”———他是社区各类活

动中的“积极分子” ，是宣讲员，伴

奏员，领唱人，摄影师……他就是

年近八旬的老党员龙志贵，大家都

亲切地叫他龙伯。

龙志贵有一本厚厚的乐谱夹，

里面有很多手写的乐谱。 为让大家

更容易学会曲目，他自学并简化乐

谱，然后教大家学习。 他还有个上

“微党课” 的绝活，在教大家唱歌

时，结合歌曲的创作背景，穿插着

讲授党课，宣传党的政策，既生动

又形象，大伙非常喜欢。

“我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一

名党员，就要像一颗‘种子’ ，永远

扎根人民群众的沃土，把大家团结

在一起，把社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和

温馨。 ”龙志贵说。

采访中，龙志贵还讲到一件令

他很感动的事：“有一次社区演出，

到最后一个节目时， 天空下起了

雨，但现场没有一个人离开，都在

认真表演和观看。 突然之间，我感

觉雨停了，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

居民给我举着伞， 伞遮住了我，他

却被雨淋湿了。 ”

作为一名党的二十大代表，多

年扎根基层的社区工作者，袁琴认

为，每个党员的一言一行，从某种

意义上代表了党的形象，会影响到

人民群众对党的看法。 所以，每当

看到居民脸上露出开心、幸福的笑

容，她觉得那就是对她和社区工作

的最大肯定。

“社区犹如一个港湾，背后

连着千家万户 。 我们会继续努

力，进一步办好营养食堂、养老服

务站等一系列民生实事， 切实解

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把社区

打造成为居民最放心、 最安心的

港湾。 ” 袁琴说。

日前，由共青团中央、农业农

村部联合开展的第二届全国乡村

振兴青年先锋评选结果揭晓，贵州

水东乡舍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虹池榜上有名。

从“外出逐梦” 到 “回乡筑

梦” ，从听故事到创造故事，返乡创

业十二载，伴随着贵阳市的绿色发

展之路，贵州水东乡舍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虹池在青山绿水

间书写着自己的乡村振兴梦。

“走出开阳县” 曾是陈虹池年

少时的梦想， 尽管家乡山明水秀，

他却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005

年，陈虹池考上了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 学习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

理。 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到广州

中建四局一公司任技术员。

“在外工作期间，时常听到朋

友们在家乡创业的故事，这些故事

深深打动了我，思量再三，我也决

定返乡创业。 ” 陈虹池说。

2011年， 他放弃高薪的工作，

从广州返回开阳，从零开始创业。

回到开阳后，陈虹池通过整合

当地特色富硒农产品资源并包装

售卖，获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2015 年他在开阳县龙广村创

立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在酒店

运营过程中，陈虹池发现，作为开

阳旅游品牌“十里画廊” 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全国首批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 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点的龙广村， 坐拥得天独厚的

资源， 但村民们却守着一亩三分

地“讨生活” ，还有的村民全家外

出务工， 导致龙广村一度变成了

“空心村” 。

看着一栋栋农房闲置、 荒废，

陈虹池打心里感到可惜。

如何对闲置的乡村资源进行

整合，把更多资金引进乡村？ 2016

年 8 月， 陈虹池经过多方考察，决

定开办水东乡舍民宿，以“一栋房、

一亩地、一种生活” 为理念，整修闲

置农房，改建民宿，依托优良的自

然条件发展乡村旅游，既可以为城

里人的田园梦找到载体，又能盘活

农村闲置资源，助农增收。

“我们一直在思考，水东乡舍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运营。 ” 陈

虹池说， 他带领团队不停查阅资

料，了解相关政策，并积极与当地

政府交流探讨，最终，在开阳县政

府的帮助下， 决定从探索宅基地

“三权分置” 着手，将农户闲置房

屋使用权进行依法流转，吸引城市

居民投资，水东乡舍则负责对民宿

进行统一打造及经营管理， 实现

“三改一留” 的模式，即闲置农房

改经营房， 自留地改农耕体验地，

村民改服务员，保青山留乡愁。

2017年，水东乡舍项目启动。

如何打动城市投资者？ 如何说

服村民将自家村舍入股？ 成为了陈

虹池面临的新挑战。 为此，他带领

团队创新建立起“622+1” 利益联

结机制，即农户以闲置房和土地入

股，市民以改造资金入股，公司负

责房屋改造并经营，经营后，市民

分红 60%，农户分红 20%，公司分

红 20%，公司收入的 10%分配给属

地村集体。

贵阳市民皮玉是最早的投资

者之一，经过实地考察，她决定在

龙广村黄泥田组投资一栋农房。 皮

玉曾是一名教师，退休后十分向往

田园生活，她还在自己投资的民宿

里留了一间自住，每年都会来龙广

村住上几次。“皮玉共投资了 40万

元，按照‘622+1’ 利益联结机制，

每年分红有 4万多元。”陈虹池说。

经过两个月改造，原本简陋的

农房变成了酒店标准式客房和设

施一应俱全的精品民宿，生意越来

越红火的同时，村民的收益也越来

越好。

引入来自城市的资金，用好闲

置的农村房屋，水东乡舍项目建立

了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 唤醒了

“沉睡资源” ，带动了村民增收。 很

快，水东乡舍火了起来，投资者纷

至沓来，越来越多的村民也主动以

自家闲置农房入股。

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旅游资

源数字化、智慧化，水东乡舍还推

出 “村村” 数字乡村 App 运营平

台，以“一核心二互动四模块五功

能” 为平台架构，满足游客一步畅

游乡村的需求， 构建了出行更便

捷、业态更丰富的度假空间。

如今，由陈虹池创立的水东乡

舍项目已完成投资 1.79 亿元，农户

入股 180 余户，累计吸引城市投资

人入股 80 余个， 吸引社会入股资

金 4300 余万元， 带动当地老百姓

就业 90余人。 项目投运以来，入股

农户收益超过 24000 元 / 年，就业

农户收益超过 30000元 /年。

“广袤田野真的大有可为，我

希望更多英才携手同行，一同走绿

水青山路，逐乡村振兴梦。 ” 陈虹

池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一郦

唤醒乡村“沉睡资源” 带动村民增收

———记贵州水东乡舍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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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区居民一个温馨的港湾

观山湖区金元社区一系列民生工程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