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终岁末，甘肃省渭源县田家河

乡香卜路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门冰异常忙碌。进门对接养殖

户，出门联系经销商，即将出栏的土

鸡，可得卖个好价钱。

香卜路村海拔 2500 多米，气候阴

寒、土地贫瘠，没啥产业。过去，村民

有养鸡的传统，但都是散养几只，从未

想 着 能 赚 钱 。“ 全 村 1/3 的 人 在 外 打

工。”门冰说，村子“空心”，症结在产业

“空”、人心“散”。开过数次村民大会

后，门冰决定利用闲置土地发展家庭

土鸡养殖。

在质疑和观望中，村民赵会霞先行

先试，建鸡棚、买鸡苗，参加养鸡技术培

训。门冰还帮她对接北京、兰州、成都

等地市场，拓展销售渠道。两年下来，

赵会霞养的鸡增加到近千只。“今年纯

收入能有 3万元呢。”赵会霞说。

眼见赵会霞成了养鸡大户，村里

人纷纷算起了经济账：比起打工，养鸡

既能挣钱，又可顾家。如今，村里成立

了养鸡专业合作社，全村土鸡养殖户

达 106 户，存栏土鸡 3500 只左右，户均

增收 3300 元。

养殖业上了轨道，门冰又琢磨起

了种植业。他和村干部一起做功课，

请教专家，赴外地学习先进经验，最后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去年

种下 150 亩万寿菊。“由于海拔高、温

差大，特色菊花喜获丰收。”门冰说，今

年，种植面积翻了倍，亩产纯收入达

3600 元，并在全县推广种植了 3 万亩。

“产业兴带来乡村兴，家家户户走

上致富路。”门冰说，下一步，他们将努

力提升品牌竞争力，让特色产业更有

前景。

图⑤为门冰。 杨艺锴摄

甘肃渭源县香卜路村第一书记门冰

做强产业，带动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王锦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建设一

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

村振兴干部队伍。要选派一批优秀干

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把乡村振兴

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

乡村振兴任务重大，不是摆摆样

子、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基层干部

身处乡村振兴第一线，是联系群众的

纽带，是各项政策的执行者，是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力量，不仅

要有啃硬骨头的决心，更要有服务群

众、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

近年来，全国各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选贤用

能，着力锻造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干部队伍。他们有的弯下身子、卷

起裤腿，把新技术带到田间地头；有的

24 小时不关手机，忙前忙后跑项目、

拉资金；有的走村入户，叫得出老乡们

的名字，熟悉村里的每一亩地、每一口

塘；有的带着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先进

的教育理念扎根讲台，在帮扶县的乡

村学校升起冉冉的希望。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深情。

年终岁尾，我们走近一批扎根在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基层干部，记

录他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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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奉献写在青山绿水间
赵晓曦

隆冬清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

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大河村的枸杞田

里，成片的枸杞树挂着冰霜，张进甲早

已同 20 多位老乡忙开了。大家人手

一只竹篮，盛满了肥料。张进甲走在

前头，弯腰、双手稍用巧劲，肥料便均

匀地撒在田里。

“这是宁夏农科所新开发的有机

肥。冬天施肥更利于枸杞树养分积

累，明年的头茬果个大又高产。”50 岁

的张进甲做着动作示范，“大家看，施

肥宜深不宜浅，田埂的杂草也要清掉，

不然都会帮害虫越冬。”

身为大河乡林业站干事，张进甲

成为科技特派员已近十年。精通枸杞

病虫害防治、果园管理等技能的他，一

年到头不停歇，走村入户传技术，十里

八乡的村民们多半做过他“徒弟”。

2002 年，宁夏开始推行科技特派

员制度。 20 年间，科技特派员从 150
人发展到如今近 4000 人。每年他们

能 帮 助 转 化 农 业 科 技 成 果 超 过 200
项，培训农民超 12 万人次。

今年，为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张进

甲制定了详细的“课程表”，每个时节

对应着的农技应用，他总能及时告诉

乡亲们。“大河乡种植经济林的农户都

存着他的手机号，每次他都有问必答，

随叫随到。”村民齐亚军说。

曾经黄沙滚滚的荒滩、盐碱地，变

成一片片果林。经济苗木不仅防风固

沙，而且带动了村民增收，这让张进甲

信心满满：“依靠种枸杞，今年乡里的

种植户户均收入超过 3 万元。”

说话间，张进甲望着成片的枸杞

地，眼中满是期待：“春暖花开时，地里

又是一串串小红果！”

图⑥右为张进甲。 梁 爽摄

宁夏吴忠红寺堡区科技特派员张进甲

走村入户，提升农业技术
本报记者 张 文

“走，去看看矿山公路。”重庆市彭

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东流村村支书刘

中凡晃了晃手里的车钥匙。驻村第一

书记龚正小跑着，上了刘中凡的皮卡。

过去，东流村地势崎岖，路不好

走。这些年，东流村的交通状况已经

得到很大改善。载满农产品的货车飞

驰而过，翻山越岭驶向城市。“不过，有

些路还是需要提档升级。”龚正说。

随着皮卡颠簸到矿山公路旁，刘中

凡来到修路工人中间，询问着施工进

度。“别看这条路不长，等路通了，就能

过大卡车，货物出山的速度就更快了！”

龚正一边检查施工质量，一边展望着。

村民养虾想扩大规模，需要更稳

定的电力支撑，龚正跑到县里协调拉

一根专线；老乡家门口的土路要硬化，

涉及矛盾纠纷，刘中凡苦口婆心做工

作；为了让饮用水从有到优，刘中凡带

着龚正四处寻找水源……基础设施提

档升级的背后，是当地干部和驻村干

部的共同努力。

“这里要发展养殖，那里是蔬菜大

棚……”龚正边走边指点。作为中央

外办派驻彭水的帮扶干部，龚正适应

了大山里的冬天，也听懂了老乡们的

方言，“去村民家里走走看看，听村民

说着掏心窝子的话，才能把事情办到

老百姓的心里去。”

看 着 不 远 处 刚 刚 建 成 的 培 训 中

心，龚正告诉记者：“接下来，我们打算

邀请农业专家给村民们上课，有了这

个平台，‘培训+产业振兴’将为东流

村带来更大改变。”

眼下，东流村的文化广场已经投

入使用，村小的操场上传来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村民余长安挑着菜走在回

家的路上，遇见刘中凡和龚正向他迎

面走来：“听说家门口的路要开始硬化

了？”“是啊，到时候记得来监督！”说

完，他们都会心地笑了。

图③左为龚正。 廖 唯摄

重庆彭水县东流村第一书记龚正

干群合力，升级基础设施
本报记者 常碧罗

寒潮后，乌蒙山区大雾弥漫，云南省

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发基卡村内，5000
多亩石榴正经受寒冬的考验。云南省委

办公厅派驻发基卡村第一书记易硕玮紧

急联系了云南省农科院果树专家，开展

石榴防寒措施专题培训。“农闲时不能

闲，乡村振兴事务繁多，更要把工作做在

前面。”易硕玮说。

在易硕玮看来，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 兴 ，工 作 任 务 不 是 轻 了 ，而 是 更 重

了。“从脱贫到致富，工作标准高了。要

完成目标任务，还得靠支部！”易硕玮

说，村里通过“组织引书记、书记引能

人，党员带头示范、能人带动发展”，为

乡村振兴注入动力；村里 25 名懂技术、

会营销、能留下的“土专家”“田秀才”，

与 30 户农户结成帮扶对子，带动更多

农户增收致富。如今，通过“党组织+
合作社+党员+农户”发展模式，村里成

立了专业合作社 7 家、家庭农场 20 家，

解决了 87 户 116 人的就业问题，户均增

收 1.8 万元。

别看现在党组织有力，但组建干部

队伍并不容易。为了从能人里选干部、

发展党员，易硕玮没少下功夫。书勇合

作社负责人杨勇会技术、懂市场、人缘

好，易硕玮不断做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他

出任村小组长。在换届工作中，村里素

质高、能力强、作风实、敢担当的优秀年

轻党员进入村两委，村两委干部平均年

龄比上届下降了 20.7岁。

村级党组织建强，村庄产业焕新。

修通 5 公里产业大道硬化路、申报 7 公

里倒虹吸建设项目，村庄基础设施进一

步提升；受寒潮影响，石榴产量不如往

年，农户收入出现波动，村两委意识到，

乡村振兴不能囿于单一产业。为了探

索产业多元化，发基卡村引入种植鹰嘴

桃、改良黑籽软籽石榴各 100 亩。易硕

玮计划，年后再去考察林下经济，石榴

树下或许还能搞出新名堂。

图④右为易硕玮。 尹永权摄

云南会泽县发基卡村第一书记易硕玮

组织有力，助推多元发展
本报记者 杨文明

“纽芬兰渔场由哪两支洋流交汇

形成？”上午 10 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崇

左市天等县高级中学高三 21 班地理

课上，老师赵新文问道。教室后方，校

长麦活洪和其他几名老师正在听课。

“王凤金，你来答。”“是墨西哥湾

暖流和拉布拉多寒流。”“正确！我们

接着来回顾洋流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赵新文在黑板上写下知识要点。

此时，麦活洪在笔记本上记录：讲

练结合、师生互动较好，课堂氛围可再

轻松些。

有着 27 年教龄的麦活洪本是广

东江门鹤山市第二中学副校长。今

年，作为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队伍

中的一员，他来到天等高中。

“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强

力支撑。我们参加帮扶的老师有 10
位，既有去天等高中的，又有去天等县

职业技术学校的。”麦活洪告诉记者，

通过“组团式”帮带，他们想把先进教

学 理 念 、成 功 办 学 经 验 尽 快“ 移 植 ”

过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麦活

洪到任后，在学校发起“青蓝工程”师

徒结对培养活动。由经验丰富的骨干

教师、班主任担任指导老师，在教学、

师德、业务技能上对青年教师予以指

导。在不久前的两次高三联考中，天

等高中学生成绩有明显提高。“这里的

老师们责任心强，学生们勤奋又淳朴，

我打算帮扶两年，绵绵用力，努力实现

帮扶目标。”麦活洪说。

除了天等高中，粤桂协作“组团

式 ”教 育 帮 扶 在 职 业 教 育 上 也 有 探

索。天等县职业技术学校在帮扶团队

入驻之后成立了教学实验中心、天等

工匠学校，并组织开展各类教学实训

探索活动，为当地孵化技能技术人才。

图②为麦活洪。 梁清勤摄

广西天等县高级中学帮扶教师麦活洪

倾囊相授，壮大师资队伍
本报记者 张云河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人

民医院急诊室内，一名中年女子突发

重病，情况十分危急。

刚来开展医疗帮扶工作不久的北

京丰台医院急诊科医生刘常海没有片

刻 犹 豫 ，立 刻 组 织 当 地 医 生 开 展 抢

救。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

经过近 3 个小时有条不紊地抢救，病

人脱离了危险。

今年 7 月，根据京蒙协作的需求，

丰台区精心选派了由丰台医院张文、

刘盛敏等 5 名医生组成的新一批医疗

帮扶团队，来到扎赉特旗人民医院开

展为期 1—2 年的医疗帮扶工作。

“目前扎赉特旗人民医院急诊科

治疗基础病问题不大，但碰到一些危

重病患可能缺乏经验。我们通过临床

授课、手术指导等方式，不断帮助他们

提高诊疗能力。”48 岁的刘常海希望

能给当地医生带来更多经验。

“今年 9 月，一名 60 多岁的老人检

查出癌症，起初老人听到后想放弃治

疗。经过我们耐心解释，老人放下顾

虑，最终手术成功。”医疗帮扶队队长张

文告诉记者。他们还指导当地医生，帮

助他们完成前列腺、膀胱肿瘤等手术，

让几名本想到大城市就医的患者，在家

门口的医院得到了满意的治疗。

“我们还与在北京的医生探讨病

情，对疑难病例进行远程诊疗。”医疗

帮扶队队员杨泽敏说。在来到扎赉特

旗的短短数月内，“组团式”帮扶团队

成员已经诊治病人 3000 余人次，开展

业务培训 15 次。

“自 2018 年以来，丰台区卫健委

每年根据扎赉特旗的实际需求签署帮

扶 协 议 ，‘ 一 对 一 ’结 对 帮 扶 当 地 医

院。”丰台医院科教处处长、挂职扎赉

特旗卫健委副主任的汪晓丹介绍。

图①右为杨泽敏。 张 枨摄

内蒙古扎赉特旗医疗帮扶团队

组团帮扶，守护群众健康
本报记者 张 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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