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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古村书写青春风采
——记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徐少波

——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徐少波驻村工作心得体会

为建设和美乡村贡献青春力量

徐少波，男，1989年5月出生，2010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现为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南溪南

是千年古村落，始建于唐僖宗公元881年，至今

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徐少波深挖这座千

年古村的厚重底蕴，探索新时代发展路径，带

领广大党员和群众，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让

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自驻村以来，南溪南村先

后获得“中国传统村落”“安徽省特色美食村”

“全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五个好’村党组织标

兵”等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2023年7月作为

安徽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现场会观摩点，受到

省、市领导充分肯定。

深入走访调研，筑牢群众基础。徐少波

2021年6月入村，恰逢即将到来的村“两委”换

届。面对陌生的村民和环境，徐少波立即对全村

368户挨家挨户走访，在走访过程中，他不仅了

解村民的诉求、困难、矛盾，还听取了他们对新一

任“两委”班子人选的建议，针对部分村民，徐少

波反复上门，充分了解群众真实想法，真正将走

访入户变成“走访入心”。同年12月，在充分走

访调查和了解民情的基础上，顺利完成村“两委”

换届工作，新班子平均年龄较上届年轻20多岁，

为南溪南村后续的发展打牢基础。换届完成后，

徐少波立即带领新班子做好“开门第一件事”，对

上争取3万余元，通过安装新路灯、硬化新道路、

清理灌溉水渠等举措逐一解决走访过程中村民

反映的问题，并将所见所思所为撰写成《一个千

年古村的突围路径》，该报告成功入选2022年全

省优秀“双百创评”调研报告。

改善人居环境，扮靓村容村貌。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打造美丽乡村。南溪南村是远近闻名的“豆腐

村”，以前附近的村民一提到南溪南村，就会想到

“两条龙”，一条是天上的“黑烟龙”，一条是地上

的“污水龙”，为了改善“豆腐村”污水横流、臭味

弥漫、煤烟污染等环境问题，徐少波带领村“两

委”班子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在村内开

展“雨污分流”“作坊排烟”“杆线规整”等基础设

施提升工程，整治效果立竿见影。同时为了维持

干净美丽的村庄环境，徐少波和村“两委”干部也

下足了功夫。一是从思想上转观念。徐少波和

村“两委”一致认为，环境整治根本问题是要改变

村民意识，他们多次在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上倡

议，要打破“农村环境差”的固有观念，让每个村

民成为家园的守护者。二是从行动上做榜样。

徐少波带领村“两委”班子，发动村民组长、党员

代表等，明确地块和标准，每日定时由专人进行

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三是从制度上树

导向。结合“三治融合”示范村创建，通过积分制

量化村民表现，通过正面宣传奖励和“红黑榜”制

度引导村民改善村庄环境。自行动开展以来，村

内大街小巷“改旧貌，换新颜”，给来访的游客留

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逐渐形成了自觉维护村庄

环境的良好民风。2023年南溪南村获评“安徽

省最干净旅游乡村”称号。

促进文旅融合，古村更添古韵。作为乡村

振兴示范村，仅仅干净是远远不够的，要体现南

溪南村的特色，必须要将传统文化与景观打造融

为一体。一是将文化融于“微景观”。徐少波翻

阅了大量资料，包括文化遗址历史、南溪南名人

故事等，亲手设计了“莲”洁广场、灯笼巷、渔文化

墙等诸多与南溪南历史典故高度融合的景点，

2022年夏天，还对接了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实践

队设计出了本村第一代文创产品“豆腐家族”，这

些带有文化元素的景观节点扮靓了乡村环境，更

提高了村民文化自信。二是让文化显于“村史

馆”。为了进一步彰显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徐

少波也萌生出了打造“南溪南村史馆”的想法，迅

速成立工作专班，仅用两个月时间收集了大量展

陈资料，建成全区面积最大，展陈内容最多的村

史馆，来访游客络绎不绝。看着村史馆里的老物

件，游客和村民纷纷表示在南溪南村找回了童年

的记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让游客

和村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三是

让文化跃于“舌尖上”。村史馆的打造让徐少波

觉得古民居还有很多发展潜力，他对上争取了

35万元专项资金，经2个多月的设计和施工，将

古戏台边的一栋古民居打造成“南溪南村豆制品

体验中心”。同时，以“强村公司”运营的“溪南味

道”餐馆正式对外营业，在这里可以品尝豆制品

小吃，还可以吃“豆腐宴”，2022年南溪南村获得

“安徽省特色美食村”称号，古民居的陆续盘活让

千年古村在新时代迈出了新的步伐。

加速产业发展，促进共融共富。乡村振兴

的核心是产业振兴，每个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资

源，这些资源正是村庄发展的着力点。一是让

品牌“走出去”。南溪南村自古以来就有豆制

品加工的历史，现村内有23家豆腐作坊，每年

产值近3000万元。但是，豆制品的品质不高、

品牌不响一直制约着各个作坊的发展。徐少

波和村“两委”多次走访豆腐作坊负责人，决定

要打造村级豆制品品牌，推动整村豆腐产业规

模化运营。于是迅速成立了以村书记为法人

代表的“幸福篁南”强村公司，并且对接专业团

队，经过大量市场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制作

高品质豆腐产品，设计村集体品牌的系列包装

和礼盒，提高产品附加值，成功销售1100份礼

盒，销售额达20万元，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154.2万元，同比增长3倍以上。二是让品质

“看得见”。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全

村豆腐作坊规范化标准化运营，徐少波积极对

接，探索“党建+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充分发

挥党员户示范带头作用，与区直有关部门一起成

立了全省首个豆制品小作坊功能型党委，由村书

记担任党委书记，7名委员中4人为豆腐作坊党

员。同时推动“放心坊”“美丽坊”“致富坊”三坊

建设，招引80后返乡能人创办“汪家豆腐坊”，推

行“明厨亮灶”，让游客和村民能看到整个豆腐制

作的工艺，既是展示的窗口，也让更多人参与到

食品安全监督中。三是让村民“富起来”。大力

推行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通过财政帮扶资金折价

量化到户形式，将村内3名监测户、低收入农户

尽数纳入分红。2023年以来，徐少波和村“两

委”联合村内食品加工企业（徽鼎香），由农户提

供初加工产品，对产品进行包装推广，积极对接

省直有关单位，打通“溪南有礼”品牌礼盒销售渠

道，同时上线了篁南臻选微信商城，提升品牌影

响力，已为村集体增收50万元。

整村运营打造，让古村“焕新颜”。为加快

打造国际会客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自2023

年5月起，徐少波和村“两委”积极投身南溪南

村乡村共生焕新计划中，探索构建“村民+村集

体+强村公司+企业”新体系。一是特色节点提

升氛围。围绕乡村振兴主题，在村内植入“豆

腐的三行情诗”、豆腐家族卡通人物等特色节

点文案，打造20余种艺术装饰点缀乡村。精心

打造南溪南村豆腐文化市集展陈，设置豆制品

产品展示、豆腐古法技艺展示、茶歇品尝区三

个板块，豆制品产品展示包括幸福篁南、豆腐

干将军、白豆腐美人、豆腐家族、毛豆腐仙人、

豆小白6个展台，展示豆制品20余种，累计吸

引群众参与市集5000余人次，销售额2万余

元。二是创意运营聚拢人气。积极引入“村落

徽州”金融活水，以村党支部牵头，利用强村公

司盘活村内10栋闲置房屋，积极对接上海蓝镇

文旅运营团队，围绕豆腐美食村主题，共同打

造南溪南食尚街，汇聚“卓文的小食堂”“新徽

仓”“叁味蔬屋”等10家创意商铺，吸引一大批

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三是“夜经济”点亮“夜生

活”。积极学习新发展理念，在花山大桥下打

造面积2000平方米的“南溪南烧烤”夜市，主动

对接城管、市场等部门按照安全、规范、有序的

管理要求进行规范化提升，摸排、登记摊点业

主20余户，夜市日峰值人流量达400余人，带

动村民增收达4万余元。

南溪南村在徐少波和村“两委”干部的带

领下，在党员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正全力打

造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本人自2021年6月作为全省第八批选派干

部到村任职，驻村以来，村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得到了省级和市级的肯定，今年7月，省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来南溪南村现场考察乡村

振兴工作，本人也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

程中获得了一些浅薄的认识，现予以分享。

沉下身子贴近群众聚民心。驻村干部是

乡村振兴最前线的工作者，每天都要跟村民接

触，要想推动村庄整体发展，必须凝聚好和组

织好广大群众。一方面要做到深入调查研究

成为移动的“数据库”。调查研究是选派干部

的必修课，全面了解村庄，既要全面还要深

入，既要掌握优势，又要面对不足。我们要从

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去比较和分析村庄的特

点，要比村民更了解村庄。带着这些“数据”

我们全方面走访村民，充分听取他们意见和

建议，凝聚他们的共识，为下一步工作打牢群

众基础。另一方面要做到“俯下身子”搞好干

群关系。“俯下身子”搞好干群关系就是要求我

们要忘记干部身份，与群众深入交流，要给村民

留下“驻村办实事，为民谋利益”的良好印象，不断

增强他们的信任度。南溪南村共有368户1486

人，驻村以来，通过集中排查和入户宣传等工作，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累计收集到意见120条，反

映各类问题55个，目前均已妥善解决。通过勤走

访和办实事，真正走到群众的心坎里，建立了良好

的干群关系，也凝聚了广大村民的共识。

甩开膀子深入前线创新绩。村庄变化与

村集体发展是选派工作的“试金石”。如何能

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本人觉得选派干部至少要

具备两种能力。一是谋划项目的能力。如今

乡村振兴各类项目资金很多，在资金来临之前

要做好前期谋划工作，谋划项目的能力是做到

心里“一本账”，项目是否可以落地、是否急需、

是否存在推进阻力，这些前期都要充分调研，

精准谋划适合本村村情的项目，保证立项之后

可以顺利推进。二是实施项目的能力。实施

项目是整个过程的核心，尽管前期做好各类准

备，但是或多或少存在推进阻力，有历史遗留

问题掺杂，也有村民不理解、不支持等等。这

需要选派干部针对不同情况联合“两委”干部

及时解决，要主动上门深入了解原因，排除阻

力，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每一个项目顺利实施

后给村庄带来的都是新的变化，尤其是民生项

目。自驻村以来，南溪南村经历了基础设施提

升、村史馆建设、美食微街打造、夜市打造等一

系列提升项目，不仅给村庄环境带来了质的改

变，也探索了村集体产业的发展路径，这些成

绩都得到了村民的充分认可。

直面困难不怕阻力解难题。南溪南村是

一座“千年古村”，已有1100多年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但也存在一些发展阻力，如何进一步

统一思想、整合资源、优化产业都亟需破题。

一是要直面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个别长期未

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和纠纷，选派干部不能置

身事外，要主动担当作为、上前一步，有时候

由选派干部协调解决可能比村干部更为合

适。二是要建立良好干群关系。对于初期少

数不配合工作的村民，我们选派干部首先要

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合理的诉求要及

时解决，日常过程中维系好干群关系，以心换

心，最大程度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时

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要充分发挥“五老”力

量，合力推动解决。三是要具备长远战略眼

光。在新的发展过程中要深谋远虑，举一反

三，既管当下，又利长远，防止产生新的矛盾

纠纷，促进村庄稳定快速地发展。两年来本

人联合村内力量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让村庄发展的合力更加凝聚。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我们选派干部必须以

高度的责任感履行工作职责，不忘初心，不辜

负组织对我们的期望，找准所在村的乡村振兴

着力点，久久为功，为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青春力量。

（本版稿件由省选派办提供）

徐少波在农户家宣传惠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