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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说：“云云是个好后生、好书记，不遗余力地为
我们谋发展。”

村党支部书记强永春说：“六年多来，云云融入我
们村子里，村民们离不开云云，我也离不开谢书记。”

…………

改善基础促发展

2017年，29岁的谢云云来到安塞区高桥镇贺坪村
担任第一书记。刚到村上什么都不懂，焦躁的谢云云
快速厘清思路，调整心态，“先学习再融入再发展，得一
步一步来。”谢云云说。

于是，谢云云做了村委班子的“小跟班”，村党支部
书记开会他跟着，听会议做笔记，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村主任走村串户他跟着，听民声解民意，踏踏实实勤勤
恳恳。

半个月后，谢云云将村里情况大致了解了，他也确
认了自己的思路：村民的需要就是他这个第一书记的
工作目标，村民要什么他就做什么。

贺坪村有8个水塔，因年久失修，水塔破损管线陈
旧，水流量很小，一到夏天用水量多的时候，村民们接
水时常要等待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饮水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谢云云积极与帮扶
单位水资办协调，将全村的水塔维修翻新，管线换新，
又新修建了5个水塔。

“我家里喂30多只羊，40多头猪，院子里还种些蔬
菜，用水量比较大，以前流水很细，根本不够用，谢书记
把水塔修好后，再也不担心没水了。”村民张亮一边接
水一边高兴地说。

王沟塔村民常喜喜开着拉货斗车装着满满一斗的
饲料行驶在回家的路上，眼前的这条通村水泥路宽阔
平坦，一路顺畅的他开心地哼起小曲……

“以前是土路，灰尘多，坑洼多，很不好走，现在修
成了水泥硬化路，村里的小轿车都变多了。”常喜喜说。

六年多，贺坪村维修了 10多公里道路，所有村庄

巷道铺设砖路、村民小组修建水泥硬化路、柏油路。

发展产业强经济

产业发展形势良好，如何借助产业项目增加村集
体经济，还能让村民致富？

2021年，依托区乡村振兴局乡村建设项目，贺坪村
村委以每亩 60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流转土地，在村

上建立 25座大棚作为村集体经济，并以每米 100元的
价格向村民租赁大棚。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建大棚不仅保障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还配备轨道车、自动放风、自动卷帘、滴
灌等智能化设施，吸引了众多村民踊跃报名种植大棚。

村民苏海林家中有6亩土地，流转出去后，一年流
转土地钱可以收入3600元，他又租赁了一个92米的大

棚种植辣椒，每年向村委交租 9200元。去年一年，苏
海林种植辣椒收入7万余元，除去租赁费用，苏海林收
入6.4万多元。

“自动化设施省时又省力，蔬菜技术员随叫随到进
棚讲解，辣椒熟了商贩上门收购，现在种大棚就跟做梦
一般，谁能想到农民种地能这么现代化。”苏海林颇有
感触地说。

种大棚之余，苏海林还喂养了近300只羊，30多头
猪，种了40多亩玉米，去年收入近30万元。在贺坪村，
像苏海林一样的人不在少数。

贺坪村瞄准辣椒产业，延伸了产业链，拓宽了销售
渠道。村支书强永春高兴地说：“今年村集体收入回款
已经达到了9万余元，预计今年大概收入150万元。”

用心用情办实事

“云云，你下次来了多坐一会再走。”贺占琴一边送谢
云云出门，一边叮嘱着。今年84岁的贺占琴是槐树庄村
村民，她和老伴带着一个孙子一起生活，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付费，年纪大了又行动不便，取钱这样的小事在贺占琴
看来十分困难，多年来一直是谢云云帮助她取钱。

又一次取钱过后，贺占琴为了表达对谢云云的感
谢，执意要做一顿饭给他吃，不然就坐在他的车里不下
来。

谢云云笑着问：“你把银行卡给了我，还给我说密
码，不怕你的钱被我取走跑了？”“我相信你胜过我的儿
子。”贺占琴一句话湿润了谢云云的双眼。

“做一件小事，村民都会感激很久，他们对我的喜
欢也很淳朴直白，我很感动。”谢云云说，大队部门口有
个小商店，老奶奶只要看见他办公室的灯亮着，就会端
一碗饭上来给他吃，这些都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9岁到35岁，一晃六年，2000多个日夜，谢云云全
身心投入在贺坪村的发展中。“我会坚守自己的初心，
认真踏实做好帮扶这件事，努力让村民越过越好。”谢
云云说。

谢云云：

“认真做好帮扶这件事”
通讯员 郝莉萍 记者 朱佳雨

● 谢云云（左）教授村民辣椒病虫害防治知识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贾居村焕然一新。”“他待
人友善、工作扎实，希望他能在我们村多待几
年。”……在贾居村，说起第一书记耿永川，村民们
无不竖起大拇指。

2021年8月，耿永川被杏子川采油厂委任到安塞
区砖窑湾镇贾居村任第一书记，如今已有两个年头。

面对期盼，感觉责任在肩

耿永川本着要干事先了解村情的原则，在实地
走访查看后，了解到2017年由梅庄湾村并入贾居村
的张家河村组生产生活道路和窑子沟村组的果园
生产道路崎岖且坑洼不平，每逢雨季泥泞不堪，给
村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尤其是制约养殖户发
展壮大和影响果农苹果的销售。

2021年10月，耿永川同单位领导实地查看和论
证协商后，采油厂出资改造了1条生产生活道路和2
条苹果产业道路，铺设砂石路面 9.2公里，加宽、平
整道路以及修建边沟。

看着家门口通村组道路上忙碌的机械，贾居村
张家河组村民李延俊兴奋地说：“这下好了，雨天再
也不用走泥巴路了，彻底解决了雨季鸡蛋运不出去
销售难和饲料运不进来养殖愁的问题，这条路修得
真好，耿书记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实事。”

在走访群众的过程中，耿永川了解到李有珍患
有慢性病，儿子甄兵兵是退伍军人，退伍后一直没
有就业，经常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家庭收入不稳定。

他积极与包联单位杏子川采油厂领导对接，安
排其在杏子川采油厂机修车间上班，先学做一名电
焊工，掌握一门手艺。2022年 4月份通知甄兵兵去
杏子川采油厂上班那一刻，李有珍感激地说：“真不
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好好干报答耿书记。”

要想富民，产业必须紧跟上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还是要重视发展产业，耿永
川经过与村“两委”沟通，推行“村集体+”运行模式，
随着村民按下58亩的土地流转的红手印，拉开了村
集体经济建设的序幕。

2022年 8月份，15座大棚全部出租给农户，村
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帮助贾居村探索出了一
条基层党建稳固引领、脱贫户稳定脱贫、村集体经
济稳步发展的“三稳”融合发展路径，破解了多年来
村集体收入空白的困境。

看到村党支部设施陈旧，12间平房一下雨就渗
水现象，他经过多方协调，筹集资金10万元，对村党
支部活动场所进行了维修改造，并购置了办公用
品，村党支部的面貌焕然一新。“再也不用担心外面

下大雨，房内下小雨的事情了，办公条件变好了，我
们工作的信心也更足了。”村党支部书记谢润琴说。

身边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耿永川在贾居村构建了“12315”防返贫动态监
测体系，总结了“一梳二排三研四核五定”排查法，
用活了“三色”管理办法，建立了“双奖双带”激励机
制，四项举措筑成了四道防线，牢牢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排查工作，
累计排查 1万余户次，排查出 1户 2人纳入监测对
象。在贾居村内成功召开市、区、镇级防返贫动态
监测观摩交流会。

耿永川在走访中了解到，村民常润红在2021年
妻子被检查出了海绵状血管瘤，治疗支出较大，存
在返贫风险。

耿永川为其申报了低保，基本上解决了看病支
出大的问题。考虑到常润红一个人既要照顾病人又
要种棚，销售是个问题，专门对接帮扶单位杏子川采
油厂安排一对一帮扶，常润红只管种，帮扶干部卫星
联系销售，同时安排村级产业志愿服务队现场指导
防病虫害、疏花疏果等技术，提高大棚产业的收益。

“现在他妻子病情稳定，可以干一些轻活，我们
又为他们申报了公益性岗位保洁员，增加了务工收
入。”耿永川说。

宽阔的马路、绿色的田埂、笑靥如花的群众、文
明和谐的乡村，铺展出一幅既有乡村式田园牧歌，
也包含城镇文明成果的美丽画卷。“让贾居村的老
乡们过上美满幸福的好日子，是我的使命。在未来
的日子里，我要多干实事，切实带领乡亲们走出一
条幸福路来。”耿永川说道。

耿永川：

“我将驻村当使命”
通讯员 李青梅 记者 朱佳雨

● 耿永川（右）登记村民信息

“自己苦点累点无所谓，只要能让村民们的生活
变得更好，我就觉得很充实、很满足。”自2021年8月
担任安塞区建华镇沐浴村第一书记后，让这里的乡
亲们过上好日子就成了他帮扶的终极使命。

“群众工作无小事，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
于心”，这是云文在驻村工作笔记本上的一句话，驻
村两年多的时间，云文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2022年被评为安塞区优秀第一书记。

驻进沐浴村 扮好新角色

搞好农村工作，老百姓才是最好的老师。刚上
任的云文通过召开座谈会、和村“两委”、老党员、老
支书、群众代表、致富能手、脱贫群众在田间地头面
对面进行交流，征询他们对村庄以及产业发展的建
设意见、发展思路。在对走访群众反映情况进行认
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了本村经济社会发展
整体现状及优劣势。

在走访中，云文了解到脱贫户白成明经常要外
出务工，妻子离家出走多年，家中只有年迈的老父亲
白永录和还在上初二的女儿白雪莉。当听到孩子每
周的生活费只有5元时，云文坐不住了，他和同事先
后来到背庄村白成明家中及区初级中学，详细了解
了白雪莉的真实生活情况。得知孩子每周都要步行
7公里到镇上，然后才能坐上去城里的公交车，他被
眼前这个懂事又刻苦的孩子感动了。经过多方协
调，云文为孩子争取到了每年1250元的寄宿生补助
生活费和每年 800元的营养改善补助，在和帮扶责
任人对接后，云文和同事们共筹集爱心助学捐款
3000元，他还自掏腰包为孩子置办了部分学习和生
活用品。以后的日子里，云文也多了一份牵挂，每次

去女孩家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文具、衣物等用品，鼓
励她努力学习。

“云书记真是给我们办了一件实事。”白成明激
动地说。

拔掉贫穷根 栽上产业树

得益于早些年的油气资源开采，在外界看来，沐
浴村是典型的“富裕村”。殊不知，2021年全村的集
体经济收入只有互助资金产生的利息1.3万元，属于
典型的集体经济薄弱村。2022年，户籍人口 510户
1614人，而常住人口却只有185户506人。近年来，
油气资源量减少导致的产业发展不均衡和年轻劳动
力就业下降成为制约本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提
升基础设施水平、探索新的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并
增加村民收入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近日，笔者跟随云书记走进建华镇沐浴村养牛
场，放眼望去，牛棚里一头头毛色发亮的黄牛正在休
息，十分惬意。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建立健全
联农带农机制，我带领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两委’经过多
方考察，决定成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发展肉牛养殖
产业。”云文站在牛棚里说，这个项目经过和市、区两级
相关部门协调，争取到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激励资金）50万元用于发展村级产业，并
于2022年12月底完成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实际使用
资金49.96万元。其中购买牛场12万元、牛棚改建1.48
万元、购买玉米3万元、购买饲草1.98万元、购买繁殖母
牛28.8万元、修建机井1口2.7万元。现存栏38头牛，预
计2023年集体经济收益将增加3万元。

“目前，在建华镇党委、政府的扶持下，李开金的
湖羊养殖场已经扩大规模了，二期湖羊养殖基地还
未完全建成，已存栏湖羊数目3500多只。”在建华镇
闰发湖羊养殖项目基地，云书记手指着栏里的湖羊，
眼神里有着藏不住的喜悦感。

湖羊养殖是沐浴村的“致富密码”。据悉，闰发
湖羊养殖场负责人李开金原来是在外做油气服务业
务，受到家乡规模养殖企业扶持政策吸引，回来后成
立了合作社，投资1200万元建成了标准化湖羊养殖
场，占地36余亩，解决了村里12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湖羊养殖已
成为沐浴村村民致富的一项重要产业。

落日的余晖下，村民们悠闲地坐在小广场上，谈
着村子里的变化，畅想着未来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着沐浴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在自己的努力下得
到改善，看着村民们脸上渐渐洋溢的满足，云文也露
出了幸福的笑容。

云文：

“群众工作无小事”
通讯员 吴静

● 云文（右）与村民拉家常

编者按:驻村“第一书记”作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他们主动把自身梦想融入乡村发展中，立足实际，从每一件群众关心、牵挂的小事出发，沉下心、扑下身、扎

下根，在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中实现自身价值，把小行动汇聚成大力量，用大力量成就乡村振兴大梦想。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深情。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都诠释着“奉献”“担当”“奋斗”。今天，让我们走近一批扎根在安塞区基层的“第一书记”，记录他们

在乡村振兴路上接续奋斗的奉献故事，倾听他们在青山绿水间续写新篇的坚定信心。

乡村振兴路上，他们接续奋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