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安阳街道仙桥社区西垟文化礼堂

里，市实验小学老师王彩婷以特殊方式，为20

余位三、四年级学生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

这是仙桥社区“春泥计划”之传承红色基

因·体验甲骨文文化魅力的活动。和以往不

同的是，此次活动围绕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展开。

“《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

承和弘扬好。”王彩婷介绍，我市与甲骨文有

着很深的渊源，甲骨文字学“开山鼻祖”、朴学

大师、清末大儒孙诒让在玉海楼写下了中国

第一部甲骨文字研究专著《契文举例》，我市

因而成为甲骨文研究的发祥地。

随后，王彩婷和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大家

参观了甲骨文艺术馆。该馆于2019年年底开

馆，馆中有百余件甲骨文书法作品。让甲骨

文进入寻常百姓家，走向通俗化和生活化，是

我市建设甲骨文艺术馆的初衷。

“老师，这个甲骨文是什么意思？”“我猜

这甲骨文写的是‘米’字！”同学们兴致勃勃地

讨论着各式各样的甲骨文。看着同学们踊跃

的模样，王彩婷引用《决议》里的一句话：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

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彩婷绘声绘色地讲解了甲骨文的演变

过程，并让学生用甲骨文的方式书写心中关

于六中全会精神的关键字。

“我想写‘中国梦’。六中全会精神内容

丰富，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青少年的中

国梦越来越清晰了！”“我写‘不忘初心’，全会

精神激励我，永怀初心，坚持理想。”“我想写

‘美好未来’，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也希望自

己拥有美好的未来”⋯⋯现场，同学们思绪万

千，在老师的指导下，写下甲骨文笔触下的

“六中全会精神”感悟。

近年来，神秘的甲骨文在我市“活”了起来，

是因为我市做了不少有益尝试和探索。从瑞安

甲骨文学习五人学习小组，到市政协甲骨文书法

学会，再到市甲骨文学会，以甲骨文书法为主要

形式的学习、探讨、创作活动，为甲骨文化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基础。2017年以来，市实验小学与市

甲骨文学会合作，开展甲骨文传承进校园活动。

甲骨文学会负责师资培养及专业指导，实验小学

负责课程开发、教学及教材编写。目前，该校开

设“甲骨文书法”和“甲骨文化”两门课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将六中全

会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可以让孩子们更

易吸收、学习。”仙桥社区负责人说，接下来，社

区将结合“春泥计划”系列活动，将六中全会精

神的学习转化为更丰富多彩的形式，寓教于

乐，让全会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深入人心，不

断夯实青少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

根基和情感根基，最广泛地凝聚青少年力量。

距2006年12月19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亲临瑞安召开全省发展农村

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时间的年轮业

已转满十五个春秋。无论从时间的数字

刻度，还是从事件的厚重程度，这场始源

于云江大地的“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

十五年来的改革足迹值得回望、改革成果

需要复盘、改革精神尤需弘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推行以“分”为主，包“产”到户。“分”

之后效率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也得到充分

释放，但“分”之后缺乏有效的“统”，千家万

户的小农户难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实

行有机对接。在“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

农业生产双层经营体制设计中，“如何有

效统”在现实中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也缺

失有力的路径支撑。“分”有余而“统”不足

的农业活动，只能是传统的小生产。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一些服务，依靠分散经营的

农户单打独斗既不经济，也不可能。小生

产的种种缺陷和局限，导致了农业在经济

领域中的弱质性，几乎没有“免疫”能力和

“造血”细胞，也经受不起自然灾害的袭

击，抗御不了市场变化的风险。上世纪九

十年代以后，在原有“分”的政策潜力几乎

释放殆尽后，“三农”问题空前凸显。

“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瑞安也不例

外。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

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探索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

路，成为当务之急。发轫于瑞安十五年前

的这场改革，站在时代的前沿，紧扣历史

脉搏，探索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如何适应

家庭承包生产经营，破解小农户如何与现

代农业衔接、小农户如何与大市场对接，

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市场化水

平，承担的就是“统”的历史课题与使命任

务。这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后

半篇”文章，也是瑞安开启这项改革的逻

辑原点。“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是瑞安

改革，更是国家课题。先行先试的“瑞安

经验”两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足以

彰显此项改革的鲜丽亮色、十足成色与基

层特色。瑞安改革的背景就在于此，其改

革的意义也在于此。

推进新型合作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点题并一直牵挂的“命题作文”。“三位一体”

综合合作改革之所以在瑞安率先破题，有

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深固的群众基础和深

刻的历史逻辑。习近平“三位一体”合作经

济思想，犹如一把燎原的火炬，照亮了云江

两岸，启迪探路人奋力开启改革的天窗，鼓

舞萌动者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勇于创新。

瑞安农业基础较好，区域特色鲜明，拥有丰

富的合作制资源，合作社蓬勃发展，起步

早、动力强、创新多，像农民专业合作社、供

销社、信用社改革发展都曾一路领先，发展

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为在更高层级推进新

一轮螺旋式改革发展打下扎实的物质基

础。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思想春风的吹

拂熏陶下，瑞安农民对合作制的理解较为

深刻，善于敏锐地捕捉政策信号，涌现出一

批合作社事业发展的领头人，为“三位一

体”综合合作改革在瑞安率先落地奠定了

厚实的群众基础。

如何当好时代答卷人，交出“三位一

体”综合合作改革的高分答卷，一直是瑞

安党委、政府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性课

题。十五年来，瑞安扛起“三位一体”综合

合作改革始源地的政治担当，筚路蓝缕，

砥砺奋进，将改革创新的论文深情地写在

云江大地。十五年来，牢固树立“农有、农

治、农享”理念，强化政策支持与环境培

育，大力推进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涌现

出一批合作社示范社，合作社对生产经营

的覆盖面不断扩大。通过引导农户组建

或加入合作社，走联合抱团发展的道路，

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以组织化的

合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水平。依靠合作

社，强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引导推广

使用一批新农业科技，推行标准化生产，

打造“瑞安农产”“云江风味”等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农产品品质与市场占有率明显

提高。依靠合作社，提高社员的市场谈判

地位，努力避免在购买农资时被提价或受

假劣坑害，在出售农产品时被压级压价，

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最大可能将更多利

润留给农户，丰产增收的效应逐步显现。

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思想的引领下，瑞

安探索开展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会、保

险互助社等领先全国、颇具含金量的改革

创新试点，打通农村资金的“内循环”“微

循环”，做大合作金融板块，增加自治金融

供给，扩大差异化金融的增量，打造破解

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的“瑞安

样本”。特别是瑞安率全国之先成立农村

合作协会，组建市、乡镇级农合联组织，并

依托这一平台，对各类合作制资源实行联

合、综合与整合，大力发展综合合作，做大

合作经济的蛋糕，打造高辨识度的改革亮

点。“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思想，就如一粒

希望的种子，播种进云江大地。十五年

来，这粒希望的种子已经发芽、生根、开

枝、散叶，有的已经开花并结出硕果，有的

正含苞待放，也将香飘满园。为全国贡献

样本经验的瑞安，成为外界持续关注、长

期研究的绚丽“蝴蝶”。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发展现代农

业，需要建立健全强大的农业组织体系和

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

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组织起来的广大

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用合

作制的思路、综合合作的办法，促进农户

与农户的合作，推进合作社与合作社的组

合，促成多层级农合组织的综合，加快农

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这是破解“三农”问

题的一把“金钥匙”。通过发挥合作社“互

助、同济、共享”的文化基因和机制优势，

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也必将结出更多

果实，让更多的合作经济成果更深、更广

地惠及农户。

回望，是为了清晰远望；盘点，是为

了寻找支点。站在新的起点，要高擎“三

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的旗子，凝聚共

识，增进合力，从历史的原点出发，加强

顶点设计，优化路径规划，一张蓝图干到

底，持续做实合作社的基础，纵深做强

“统”的功能，推进这场改革在云江大地

春意盎然、硕果盈枝，让广大农户分享更

强的获得感，也为全国提供更多的“瑞安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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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写好“三位一体”
综合合作改革的高分答卷

■蔡余萍

将六中全会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传承红色基因·体验甲骨文文化魅力活动举行

■记者 张洵煜 通讯员 许琴琴

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