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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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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种出好瓜，卖上好价
记者 孙艳艳 杨亮

广西贺州有个“人才超市”
新华社记者 雷嘉兴

“有困难，找新民！”在黄陵县店头
镇腰坪村，无论是村上发展规划，还是
村民的大事小情，只要有困难，大家总
会第一时间想到村党支部书记陈新
民。他用 20年的坚守与付出赢得了村
民的信任，也走进了群众的心里，成为
了村支部发展的“主心骨”，产业发展的

“领头雁”。
1996年，还在县水资局上班的陈新

民，时常回村看望家人，看到村里落后的
设施，心里很不是滋味，走街串巷看望亲
朋好友，时常听到大家议论村里的事，谈
到生活比较困难、基础设施还比较差，他
就想，作为村里长大的娃，要给村上办些
实事，让群众生活变好，回村发展的想
法逐渐萌生。

2002年，正值村“两委”换届，陈新
民向单位递上了辞职报告，辞去了大家
羡慕的“铁饭碗”，毅然回村申请竞选
村委会主任。辞去工作，身边的朋友、
亲戚都不理解，很多人问他，把工作辞
了，万一没有竞选上村委会主任怎么
办？他这样回答道：“我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回乡发展，只要是为群众办事就是

正确的事，就是有意义的事，就算是没
了工作也值得。”

竞选会上，他将心中谋划已久的想
法一一讲述，要让村上的群众变富、
把基础设施改善、村庄环境变好……
乡亲们看到了希望，也萌生了更大的
期待。陈新民以高票当选腰坪村村
委会主任。他说：“大家的认可，是肯
定也是激励，是压力也是动力，干了
这份工作，就要竭尽所能。”

陈新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
村民吃水难问题。可是全村改水需要
大量资金，村里实在拿不出这个钱。他
自费跑到省上、县上单位申请项目资
金，托亲戚朋友捐款垫资，2005年终于
凑够了资金。然而这笔钱只够买材料，
请不起工队，他就组织村民出工出劳，
两个月后自来水接入了群众家中，解决
了多年来让群众揪心的用水难题。
2014年，他又带领大家建设完成村级水
厂，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用水质量。同样
的坚持与方法，他带领村民硬化巷道、
修建小广场、建设大棚、修便民桥……
与村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先后实施

移民搬迁小区修建、民居外立面改造、
卫生改厕、人居环境提升等民生工程，
让村民住上了楼房、用上了暖气，彻底
解决了村上一院多户、无宅基地等遗留
问题。

“我在村上生活的这些年，一路见
证了村上的变化，从泥泞的巷道到平整
的水泥路，装上路灯、翻修民居、修桥铺
路，免水费、补养老……村民的生活越
来越好，也见证了陈书记 20年来的公
正公心。”村民马鑫鑫深有感触地说道。

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发展产业
才是硬道理。陈新民认为，只靠单一的
玉米种植产业，群众富裕的道路太难
走，村党支部必须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为村上产业发展把好关、谋好路。

2016年，借助县上打造“薰衣草庄
园”旅游项目的机遇，村党支部一班人
积极动员村民流转土地 818亩，带动部
分脱贫户及村民百余人灵活就业，极大
地带动了村民增收，迈出产业转型步
伐。2018年，当了解到煤矿职工手套用
量巨大，他又垫资领着一班人外出考
察，投资 23万元购买年产 20万双手套

加工设备，建成带贫益贫性质的“社区
手套工厂”，组织村民在村就业，积极拓
宽合作社针织产品销路，销售手套 70
多万双，收入 100余万元，每年为困难
户每户分红1000元。

为了更好地用活自然资源禀赋，瞄
准生态农业目标，陈新民多方考察引进
资本入村，恢复传统水稻种植，让九分
田农民专业合作社落户腰坪，稻虾鱼综
合种养基地建成。在这个基础上，借助
临近黄陵国家森林公园区位优势，引导
村民开办农家乐，发展农旅融合的产业
模式，进一步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这些年来，陈新民团结和带领腰
坪村一班人，攻坚克难、接续奋斗，不
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村级治理
水平，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村
民收入稳步提高。2008年 6月陈新民
被黄陵县委评为“十好”村党支部书
记，2011年 3月延安市委、延安市青年
联合会授予其第八届“青年创业先锋”
荣誉称号。2015年 2月被评为县人大
优秀代表，2022年被黄陵县委评为“全
县优秀党务工作者”。

扎根山村20年 带领村民奔富裕
——记黄陵县店头镇腰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新民

通讯员 曹军政 林萌

白天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帮助解
决村民们的困难和需求，田间地头，他和
村民们一起劳作，指导脱贫户发展产业，
帮助他们实施脱贫巩固提升规划；晚上
他常常熬夜奋战，研究政策，整理全村人
口信息，撰写帮扶日记，思考带领群众致
富的路子……

在富县牛武镇八条硷村，村民们总
是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县
政府办公室派驻牛武镇八条硷行政村的
第一书记曹鑫。

主动请缨
奔赴乡村振兴主战场

八条硷村地处牛武镇以北 10公里
处，辖傲子塔组、丁家塬组、八条硷组、冯
家塬组、刘家塬组等5个村民小组，全村
共242户815人，其中贫困户21户60人，
目前已全部脱贫。

2021年8月，曹鑫主动请缨，奔赴乡
村振兴主战场，担任八条硷村第一书记。

刚进村的时候，村民们都认为这个
从县直机关单位来的干部大概就是来转
一转，走一走，做做样子，镀镀金，可没想
到，曹鑫卷着铺盖住进了村里。

驻村伊始，面对村民的信任危机，
曹鑫知道，只有摸清村情民意，才能有

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他走进田间地
头、农户家中，说农家话、明农家事、干
农家活，尽快摸清村情、民情，了解村
级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边缘户状
况，掌握驻村的资源优势和制约发展
的主要矛盾。

通过对村情村貌、风土人情等情况
的全面了解，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曹鑫
和村“两委”班子立足本村的独特优势，
研究确定了以提高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家禽养殖、特色种植为主的发展思
路，制定了苹果产业发展规划，争取帮扶
资金10万元，协调资金积极建设苹果密
植矮化种植示范基地、美丽果园示范园
区等，以点带线、以线促面，打造高质量
产业经济链。

在走访调研中，曹鑫发现本村村民
基本上都在种植果园，几十年以上的老
果园产量低而且品质不高。于是，他邀
请专家现场调研讲授，并积极听取党员、
村民意见，大力宣传发动，鼓励大家种植
新品种，把苹果产业真正打造成为八条
硷村的主要致富产业。

此外，曹鑫还围绕八条硷村丰富的
山林资源做文章，采取“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鼓励农户分散养殖、荒地种
植、零星务工，多渠道增加收入，带动集

体经济发展。目前，该村已完成50亩苹
果密植矮化种植示范基地的种植，100
亩美丽果园的建设；四十里长沟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约 700亩）已通过评审，
正有序推进。

情暖民心
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岗位

在曹鑫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习
近平的《摆脱贫困》，这是他最喜欢看
的书之一。他说：“当若干年后回忆往
事时，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有我们
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我们此生不会遗
憾。”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曹鑫一直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为八条硷村
的乡村振兴付出了不懈努力，却唯独忘
了自己的小家。作为丈夫，妻子忙碌，
却不能一起分忧解难；作为父亲，女儿刚
过满月他就奔赴基层一线，不能陪伴女
儿成长。

村里工作生活条件艰苦，曹鑫却从
不喊苦喊累，一心只想为百姓多做点
事。“他这一年来尽心尽力为村里人着
想，把村里的工作永远放在第一位。真
的非常感谢他，没有他，村里不会发展
这么快。”村干部感慨地说。建设苹果

示范基地、安装太阳能路灯、修建文化
广场、维修道路、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拆除改造危旧房、维修活动阵地、购买
办公家具、帮助脱贫户销售滞销农产
品……这些事情的背后他都付出了大
量的心血。

在八条硷村，曹鑫也带给老百姓很
多感动。2021年，在走访贫困户周双
明家时，当发现其妻子是肺癌患者且
吃的药全是自费购买的时，曹鑫当天
就去医院给她领取了一些药品并叮嘱
吃完了记得随时给自己打电话；在冯家
塬小组走访村民时，他发现脱贫户夏方
梅家有个小孙女，孩子 2 岁多没有母
亲，他积极联系县妇联给孩子争取了奶
粉、衣物以及一部分资金；在走访刘家
塬村民小组时，群众反映他们村有一
段生产路去年被暴雨毁坏，农用车辆
难以通行，他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积
极协调，修缮生产道路，方便了老百姓
的生产生活；一次在办公室整理资料
时，脱贫户夏方安找到他反映，自己家
蜜蜂产的蜂蜜没人要，卖不出去。他自
己出资买了拿到单位，给同事发放，让
他们帮忙做宣传，并且联系了有资质的
生产厂家来收购……这样的事情还有
很多很多。

在乡村振兴主战场放飞青春梦想
——记富县牛武镇八条硷村第一书记曹鑫

通讯员 袁世欣

“近期降雨频繁，香芋被洪水淹后如何提高存活
率？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损失？”近日，广西贺州市富
川瑶族自治县福利镇务溪村一名农户向镇上的“乡村
振兴人才超市”寻求帮助。“店长”了解情况后，很快为
其从人才库中匹配了香芋种植能人盘维国。

有着多年香芋种植经验的盘维国“接单”后前往受
灾地查看香芋情况，将香芋种植的相关知识及被淹后
香芋如何提高存活率的经验传授给农户，指导其修护
受损香芋，降低损失。

今年以来，贺州市围绕服务蔬菜、渔牧等重点产业
发展，聚焦产业振兴人才需求，整合乡镇、街道农业服务
中心、乡村建设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各类人才资源，
在61个乡镇及街道全覆盖建设“乡村振兴人才超市”。

贺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锦维介绍，“乡村振兴人
才超市”以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等为主
体，组建市、县、乡三级专家人才库，把乡村振兴各类人
才聚在“云端”，实现本土人才智力供给与用户产业发
展需求高效匹配。在线下，乡镇、街道选配干部等担任

“店长”或“副店长”，为上门寻求帮助的群众办理业务。
黄锦维说，通过“乡村问单、用户下单、超市配单、

人才结单、组织评单”运营模式，群众需求与人才智力
供给得到有效衔接和匹配，赋能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搭建乡土人才发挥作用的平台，带动农村产业兴
旺，这是我们建设‘乡村振兴人才超市’的初衷。”

“水稻被洪水浸泡后要如何防治病虫害？”“花生的
叶片发黄是怎么回事？缺少什么营养吗？”……群众一
条条问询和需求通过“乡村振兴人才超市”及时转到

“田秀才”“土专家”的手里，得到回应和解决。
家住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牛庙村的李乙文今年首

次尝试种植太空莲，但近期遭遇持续降雨，太空莲多次
受淹，部分太空莲迟迟未冒芽长叶，已长叶的太空莲也
遇到病虫害困扰。缺乏太空莲种植经验的他急需帮
助，“了解到镇上有‘人才超市’，我就试着去咨询求助，
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公安镇“乡村振兴人才超市”收到李乙文的“问单”
后，配单给当地种植太空莲的能手钟辉，请他前往指
导。“‘人才超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匹配，我们也能够
更精准地识别、处理问题。”钟辉说。

钟辉经过实地了解情况，分别针对病虫害问题和冒
芽难问题开出“诊方”，并多次赴种植基地进行实地指
导。如今，种植基地里的太空莲长势已经逐渐恢复正常。

黄锦维介绍，目前贺州市“乡村振兴人才超市”共
储备人才1107人，包括种养能手、农业农村科技人才、
电商及生产经营人才、乡村文化和旅游推广人才等，截
至7月11日，已累计为群众提供808次服务。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麻洞川镇樊村的西
瓜大量成熟上市，瓜农们在大棚里忙着采摘，棚里不时
传来欢声笑语。

7月 6日，记者走进瓜农石京宏家的大棚里，看到
汗流浃背的他一边擦拭着额头上的热汗，一边查看蔓
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了解西瓜的成熟情况。石京宏说，
目前是西瓜的成熟期，一定要用心务作，不能懈怠。

“我们种了 4个大棚的早熟西瓜，预计每棚产量 1
万多斤，按目前的价格来算，每棚能收入3万元。”石京
宏说。

樊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刚介绍说，今年樊村共计种
植大棚西瓜40余棚，涉及20户农户，预计产量50多万
斤。西瓜卖完了，下半年大棚还可以种豆角、辣椒、黄
瓜、大白菜等蔬菜，如今，村子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瓜
果蔬菜产业村。

为了帮助瓜农按季节尽快销售西瓜，打响樊村西
瓜的知名度，麻洞川镇政府积极对接宝塔区城市管理
执法局，在市区居民小区设置便民销售点，帮助瓜农销
售。镇上还设计了精美的包装袋，便于顾客携带。通
过这一系列举措，引导瓜农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
变，助力瓜农增收致富。

记者在马家湾开泰小区门口的便民销售点看到，
瓜农郭金军正在为顾客挑选西瓜。他告诉记者，之前
在村子路边摆摊销售，人流量小，一天能卖十几个瓜。
现在在小区门口一天就能卖40多个，收入近800元。

“我们已经连续 5年设点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了，帮助农民增收也是我们为群众办实事的一种具
体体现。”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南市中队副中队长
胡亚军说。

夏日，行走在延川县延水关镇李家
迁村果园沿线，一座座精细管理的苹果
示范园映入眼帘，苹果在果枝上茁壮成
长，一幅夏日田园图引人入胜。

李家迁村位于延川县城东南部，
这里海拔高，无霜期长，光照充足，四
季分明，土地肥沃，适宜种植苹果及
各种农作物。近年来，为了让群众
实现产业提质增效、稳定致富，李家
迁村党支部通过走访入户，逐步引
导果农改变销售模式，从走产量向
走质量转变，从传统的个体散卖逐
步转变为由“村支部+合作社+企业”
的统销模式，带领村民凝心聚力发
展苹果产业，换来现在“处处产业兴”
的好局面。

李家迁村现有苹果园面积 1900
亩，目前，全村主要种植维纳斯黄金、元
富红、瑞雪、秦冠、黄元帅、嘎啦等品种。

去年以来，村党支部积极响应镇
党委关于将“苹果管理整体水平再上
一个档次”的要求，按照“村不漏园，园
不漏株”的要求，严格对照精细化管理
标准，搭建了 220亩防雹网，挖改了
386亩多年生低效园，间伐 50亩密植
园，从修剪、施肥、覆膜、病虫防治等各
个环节严格把关，果园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同时，积极组织全村的 124
户苹果种植户走出去，向一些“先行
者”取经，并与美域高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以每斤高于市场0.2元的价格收购
苹果。村上准备投资建设200吨的冷
库，让村里的苹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

“新的销售方法给我们老百姓提
供了很多便利，在各方面的帮助下，我
们也更有信心和能力管好果园了，去
年我光苹果收入就将近5万元呢。”果
农高卫苏高兴地说。

转型升级，让苹果产业更红火
通讯员 康盼 杨澍 记者 叶四青

●
村
民
们
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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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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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农郭金军在便民销售点卖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