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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从军营退伍，一头扎进
了南尖回民村，一身绿装换新装，投身到
了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组织信任和党
员群众支持下我成功当选村党总支书
记。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把村民
当家人，立志要带着我的家人们好好大
干一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尖回
民村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安徽省生态村”“安徽省电商示范
村”“滁州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

对我来说，村民的事
就是“家事”

其实刚一回“家”的时候，我就遇到
了挫折。2018年7月，我初次当选村支
部书记，当时不少老党员还心存疑虑，
质疑我能否当好带头人。为了听到最
真实的心声，我走进村民家中了解困难
诉求，起初没少吃闭门羹。但是我没有
放弃，家门跑得勤了，自然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信任我。

2018 年底，在何庄队的一次走访
中，老队长何孝林向我反映通往队里
的道路一遇下雨天便泥泞不堪，希望
村里能维修一下。我了解后先后找到
相关部门，得到反馈当年没有维修计
划了，刚开始有点泄气，但想到村民的
期盼，我立马想了法子，说干就干。在
及时的对接跟踪下，2019 年 3 月完成
硬化，解决了何庄等队 50 余户 300 多
人的出行困扰。

何庄队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
发。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大收集。通过走访整理了亟待解
决的4大难题，通过召开党员和村民代
表会议，制定了卫生厕所、干净水、亮化
路、硬化渠四大为民工程。通过跑部门、
找企业，争取项目和资金400余万元，先
后组织实施了130户家庭旱厕改造，700
余户家庭接通自来水，19.8公里村组道
路硬化亮化，12.8公里渠道沟硬化。解
决了村民居住和生产的后顾之忧。

现在的南尖，泥泞坑洼的小路变成
了笔直的水泥路，杂草丛生的水渠变成
了农业生产的便利渠，有健康隐患的河
井水变成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村里

到处洋溢着民族团结、邻里友爱的和睦
氛围。2021年党组织换届，在大家的信
任之下，我再次当选为党总支书记。
2024年，南尖回民村成功入选安徽省和
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我们的家真的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我来说，村民的增
收就是“家业”

“家底”薄也曾让我很泄气，2020
年，仁和集镇村级集体经济增收工作总
结会结束后，一个“5”字深深刺痛了
我。当时的南尖回民村集体经济收入
刚迈入 20 万元大关，全镇排名第 5，与
排名第1的芦龙社区差了整整50万元。

这个结果让我无比失落，感觉身上
的担子更重了，当晚辗转反侧久久不能
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就带领村“两委”
干部和党员代表到邻近的江苏省高邮
市取经，看过他们的产业发展模式后，
我意识到单打独斗很难取得突破，合作
共赢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回来后我通过分析上级政策和资
源优势，组织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初步
构思了村集体经济发展“两联一创”的
雏形。起初，大家都没什么信心，我自
己心里也没啥底，觉得我们要资金没
资金，要资源没资源，拿什么来发展。
但是想着与别人的差距，好强的我还
是硬着头皮去干了。我们通过深化村
企联建，依托民族产业孵化园，与企业
联建打造塑胶共富生产线，年产值近
1000 万元，带动就业 50 余人，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 18 万元；通过联合党员养
殖户，流转 2500 亩水面养殖中华绒螯
蟹，年产值约28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
亩均收益1万多元；探索村党组织领办
实体公司，创办天长市南尖回民村经

济合作社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林场管
护服务以及光伏运营等项目，年增收
近 30 万元。除此以外，我们还积极整
合闲置资源，通过规范村级合同，盘活
唐家闸、正旺水产冷库等资产资源。
2024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165 万
元，较 2018 年增长近 10 倍，为乡村振
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南尖，人人有活干，家家有
钱赚，事事有人管。2024年村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3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跃
居全镇第1，2025年有望突破200万元。
村民的腰包足了，家里的底气就足了。

对我来说，这儿就是
我们的“家”

作为村里的“当家人”，我深知“支
部强，一强百强；支部硬，一呼百应。”支
部是点亮万家灯火的“家”，让党员平时
看得出来，让群众关键时候想得起来，
就要像一盏明灯，把光照进千家万户。

我通过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六
亮”行动和星级党支部创评，规范场所
建设，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打造红色便
民服务大食堂等服务场所，提升为民服
务水平。实施班子素质提升计划，每年
带着村“两委”赴沪苏浙考察学习，并组
织他们轮流到隔壁高邮市菱塘回族乡
跟班锻炼。实施党员分类管理，推行

“先锋积分”，依托为民服务全程代理，
打造南尖回民村“和事佬”党员志愿服
务队。开展“和你同行”流动党员管理
服务品牌建设，打造仁和集镇在扬流动
党员服务站，服务流动党员20余人，带
动外出就业 50 余人，带回项目线索 10
余个，真正实现了流动党员双向带动。
深化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除了开展和
美积分兑换和金融服务对接外，还从中
挖掘服务之星、诚信典型等，村里讲诚
信、学先进、当典型蔚然成风。

现在的南尖，支部班子强、党员队
伍优、作用发挥好。“村里干部真心给我
们做实事，生活在南尖特别幸福，一点
不输给江浙沪，你看我们南尖的路灯晚
上亮堂堂的……”现在，诸如此类的评
价不绝于耳。

在部队，党就教育我以军营为家，
如今到村里，我发现，只有把村民当家
人看，村民才能与我们心心相印、同甘
共苦、共同奋斗。

定远县青山村瓜蒌部落横跨窑
河两岸，将清碧的河水隐在青碧之
中。青的是沿着树丛和栅栏上恣肆
攀爬的瓜蔓，碧的是瓜蔓上挂着的
层层叠叠的吊瓜。

窑河古称洛涧，发源于定远、凤
阳两县交界处凤阳山南麓的滴水
泉，先是向南流，因山势回环，呈 U
字形北折，进高塘湖，于怀远县新城
口入淮河。这条河流淌着江淮之间
璀璨的古文明。淝水之战的前哨战
——洛涧之战即发生在窑河河口。
从六朝至唐朝，窑河两岸的寿州窑
是中国著名的瓷窑，出产了数不清
的瓷器，现在全国很多博物馆中都
收藏有寿州窑瓷。这也是窑河得名
的缘由。

午饭后，我驱车带着京城来的
友人，沿滁定路西行，来到青山村。
因为建了滚水坝，青山村这一段的
窑河水面宽阔丰润，波光潋滟。那
时虽然是深秋，瓜蒌部落依然青翠
碧绿，横跨河面的网红桥上人头攒
动，很多是定城学生，老师带他们来
进行乡村研学的。沿河挂满吊瓜的
瓜蒌长廊中，同学们忙着打卡拍
照。有人双手托着吊瓜，有人用头
顶着吊瓜，有人把脸塞在吊瓜群中
吻着吊瓜，还有人在瓜园深处追逐
红冠黄毛大公鸡。更多的人，则围

着瓜蒌部落的“首领”，询问瓜蒌的
种植和生长。

“首领”叫杨智。2013 年，在上
海发展了 20 年的杨智，为了两个儿
子的高考毅然归乡。他拿出沪上淘
来的金，在窑河右岸流转 90 亩土
地，种植瓜蒌。他之所以选择种瓜
蒌，是因为瓜蒌子在上海市场供不
应求。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果臝
之实，亦施于宇。”这是《诗经·豳风·
东山》里的句子。“果臝之实”就是瓜
蒌果实。可见，三千多年前，华夏祖
先已种植瓜蒌。瓜蒌浑身都是宝，
其子称瓜蒌仁，口感爽脆，味道鲜
美，还能够祛痰止咳，生食或炒用均
可。瓜蒌子、皮合用称全瓜蒌，是道
地的中药材。

瓜蒌一年栽种，可以连续收获
五年。栽种时需要投资种苗、水泥
立柱、钢丝网、农药等，每亩约 3500

元。若雇工栽种、管理，每亩还要投
入千把元。作为农业，是高投入的
项目。投入高，回报也高。杨智第
一年亩产瓜蒌子350斤以上，加上瓜
蒌皮、瓜蒌藤的销售，每亩毛收入达
1.3万余元，纯收入达到7000元。此
后，杨智逐年增加土地流转，扩大种
植到窑河左岸。到了第六年，瓜蒌
种植面积达到450亩，形成了掩映窑
河的瓜蒌部落格局。

杨智扩大种植的过程中，安徽
滁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西卅店镇
西部建立。园区分为生物种业、节
水农业、农产品加工等功能区，还有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等平台，辐射滁
州、合肥、六安、安庆等江淮丘陵地
区。园区的建立，为杨智瓜蒌部落
高效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扶持。

杨智通过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平
台，发展育苗产业，大量培育瓜蒌
苗，辐射带动园区内农户，许多人因

此致富。农户丁兆利告诉我，五年
前，他跟着杨智种瓜蒌，第一年种了
10亩，纯收入6万多元。第二年扩大
到 32 亩，年年都有近 20 万元的收
入。杨智也带出了一些大户，西卅
店村的顾金展种了200亩，单林种了
165 亩。创新创业服务还辐射带动
合肥、六安、安庆等地
农户，通过杨智供应
瓜蒌苗及技术，瓜蒌
种植突破了1.6万亩。

瓜 蒌 部 落 的 农
民，把土地流转了，每
年安享一份租金，闲
暇就到部落打工。春
夏育苗、除草，秋冬采
摘、翻地。雨雪霏霏
的日子，打工者可以
到 加 工 厂 装 袋 、拣
子。杨智除掉加工自
己的瓜子，还收购其
他种植户的瓜子炒制
外销，也代别人加工，
每年加工外销 300 多
吨。为确保炒制的瓜子粒粒饱满，
瓜子上炒锅前全部进行人工挑拣，
剔掉不成熟的白子、残子。在瓜蒌
部落打工，一律是小本生意不赊账，
一天活干下来，下班就发工资。加
工厂等一些地方，都贴着二维码，码

下有打工者的名字，杨智的妻子每
天傍晚都会扫码发钱。

晚餐在部落的农家乐。有两样
特色菜，一是瓜蒌皮烧公鸡，二是窑
河一网捞。公鸡是在瓜蒌园中被学
生追逐的淮南麻黄鸡。此鸡在汉代
就被列为“贡鸡”，由于西汉淮南王

刘安“一人得道，鸡犬
升天”的典故，此鸡又
被称为“淮南王鸡”。
它是国家地理标志农
产品，肉质劲道、富含
胶原蛋白，加上瓜蒌
皮，更加美味。一网
捞 是 让 食 客 亲 眼 看
着，店家一网撒在窑
河中，捞起多种杂鱼
和虾、蟹等，现场清洗
加工后上桌。自然是
大快朵颐！

晚餐结束，不远
处 篝 火 燃 起 。 循 着
篝火走去，进入了青
山 小 学 。 这 所 学 校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穆穆读书的地
方。如今的学生都进了镇中心校，
小学成为定远中小学生的研学基
地。青山村村民家家重视教育，杨
智当年回乡，就是为了双胞胎儿
子，才放弃那里的事业。他的两个

儿子四年前分别考入上海交通大
学和厦门大学，如今双双被保送各
自的本校读研。杨智回乡的十多
年，青山村考入 985、211 院校的大
学生就有十几人。古老的山村，凤
凰群飞。

“滁民带楚俗，下俚同巴音。岁
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若
环，聚首丛如林……”一群小学生在
老师的带领下，手拉手，围着篝火，
一边歌唱，一边转着圈舞蹈。他们
唱的是王禹偁的《唱山歌》，舞蹈再
现了滁州人庆祝丰收的情景。这首
诗是王禹偁至道二年（996）在滁州
任知州所作，不知是哪位老师给配
上了定远民歌《舂米号子》的调，同
学们像宋代滁人唱山歌一样，一个
个唱得热情奔放。篝火映着他们红
扑扑的笑脸，和院落围墙上提溜搭
挂的瓜蒌碧果相辉映，衬着深邃夜
空里闪烁的星星。

瓜 瓞 唪 唪
□作者：贾鸿彬

注解：
瓜 瓞 唪 唪 ：

其中，“瓞”读作
dié，本 义 指 小
瓜。“唪唪”读作
fěng fěng，意
思 是 结 实 累 累
貌，这个词语出
自《诗·大雅·生
民》中的“麻麦幪
幪，瓜瓞唪唪。”
形容瓜果结实累
累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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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薛怀林，男，回族，1986年3月出生，2006年7

月入党，现任天长市仁和集镇南尖回民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滁州市七届人大代表，2025年1
月获评安徽省优秀村支书。

▲薛怀林入户收集村民意见建议

▲南尖回民村共富产业孵化园

▲薛怀林走访鱼蟹饲料加工
点，帮助蟹农采购优质饲料

▲南尖回民村农田水利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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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怀林组织村民代表现场验收道路拓宽建议落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