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刘开福（左）与村民收割养殖所需的草料。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图②：刘开福（右八）组织村民开院坝会。

本报记者 苏 滨摄

图③：刘开福（右）与村民在分拣紫薯。

邰 春摄（新华社发）

图④：张蝾（中）与村民一起插秧。

图⑤：张蝾（左）为村里的儿童辅导功课。

图⑥：张蝾（中）在田间查看作物生长情况。

图④至图⑥为周亮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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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

江县棉花村的小广场上，驻村第一书记

刘开福正忙碌着，他一会儿广播通知，一

会儿搬放凳子。自从参与驻村，每年春

耕，他都要多次召开院坝会、群众会，统

一大伙儿意见，谋划产业发展，为一年的

工作做好准备。

“去年种紫薯尝到了甜头，现在村里

又选出新品种，还打算套种高粱，产业发

展争取再上一个台阶。今天把大伙儿叫

过来，就想听听意见。”看到群众落座，刘

开福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今年种紫薯、高粱还有没有补助？”

“今年的紫薯还能不能卖上好价？”“高粱

卖给谁？要是没人收咋办？”事关新一年

发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没人拘

着，刘开福边听边梳理问题，待人群渐渐

安静，他起身开始逐一解答。

会议讨论了 40 多分钟，最后在一阵

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看到群众对产业发

展的关注与投入，刘开福有了底气。随

即他召集村干部碰头，第一时间敲定 200
亩紫薯种植，马上开展育苗工作。

回想 2021 年 8 月，南方电网公司贵

州凯里供电局选派南宫供电所副所长刘

开福到黔东南州台江县棉花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他想放开手脚，在乡村振兴

一线干一番事业，不料一个月的摸排走

访，却让他感到压力重重。

“这里海拔高、土层薄、缺水严重，没

发展起像样的产业，青壮年纷纷选择外

出打工。”怎么办？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关键在产业，刘开福咬咬牙，想啃下这块

硬骨头。

既要种得活，又要见效益，刘开福将

种植范围缩小至耐旱农作物。在前期的

走访交谈中，他发现村民普遍种植红薯，

但卖不上价，每家仅种有一两分地，勉强

自给自足。顺应这一情况，刘开福打开

了思路。

“薯类作物耐旱性强、好管护，技术

门槛不高，大有文章可做。”刘开福第一

时间联系上省农科院，请来专家实地考

察，结果证实了他的想法。

刘开福马上做市场调研，红薯的收

购价每斤在 0.5—0.8 元，而紫薯的价格普

遍更高。他找到一家紫薯企业，由村级

供销合作社出资，购进 5000 斤种子。

考虑到成活率，刘开福租了一块地，

亲自育苗，统一发放。“不但种苗不要钱，

我们还根据种植规模补助肥料，村里成

立了犁田队，专门给种紫薯的农户免费

耕地。”

村 民 的 积 极 性 逐 渐 被 调 动 起 来 。

2021 年，棉花村的紫薯种植规模达到 110
亩。推广种植的同时，产业标准也进一

步规范。刘开福主动对接当地食品厂、

酿酒厂，制定分类采收标准，避免出现增

产不增收的情况。

“我们把紫薯按个头、品相分

成 3 个等级，最好的可以卖给

食 品 厂 加 工 ，每 斤 1.6
元，一般的由酒厂

收购，最低也能卖到 0.7 元一斤，赶上了

之 前 的 红 薯 价 。 这 种 模 式 延 长 了 产 业

链，提升了附加值，不愁销路。”刘开福

笑言，2022 年全村紫薯平均亩产 1800 斤，

户均增收 2000 元，大大超出群众预期，

“大伙儿都说，要不是遇到干旱天气，还能

多挣不少！”

刘开福还谋划着，打造高山紫薯品

牌，不仅要设计包装，对接各大商超，还计

划结合传统节日打造紫薯文化节，让文旅

融合赋能乡村发展。

产 业 发 展 多 元 化 ，乡 村 振 兴 动 能

足。眼下，除了深耕紫薯产业，刘开福

还在推广小黄牛养殖等特色产业，

持续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已

经有农户通过养殖挣了钱，今

年还有年轻人返乡，打算留

在村里搞养殖业，准备大

干一场。”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棉花村特色产

业齐头并进，美

好 的 未 来 令

人期待！

贵州省台江县棉花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开福—

“产业发展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本报记者 苏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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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镇北坑村，

夕阳洒在村口枝繁叶茂的大樟树上，

树叶间投下斑驳的光点，粗壮的树枝

上 挂 着 小 秋 千 ，孩 子 在 快 乐 地 荡 秋

千。不远处的凉亭里，年近七旬的陈

雪花老人看到村里的驻村第一书记张

蝾，挥手叫道：“小张，过来坐！”

“陈大娘，最近身体还好吗？”张蝾

坐在老人身边，熟络地聊起天来。这

是她从樟树市城管局选派来驻村的第

二十个月。对这个年轻的第一书记，

村民们的称呼已经从“张书记”变成了

更亲切的“小张”。说起如今的村子，

老人竖起大拇指点赞：“居住条件越来

越好！”

回想刚来时，张蝾为了尽快了解

村里的情况，每天入户走访，群众白天

不 在 家 ，她 就 晚 上 再 去 ，一 次 说 不 清

楚，就多去几次。走访中，了解到村民

们普遍希望改善村里的环境，张蝾顺

势而为，和驻村工作队员一起帮村子

争取到了新农村改造项目。

根据规划，为了提升村容村貌，陈

雪花家早已不住人的破旧土坯房需要

拆掉。老人念旧，知道要拆自己的老

房子，每次看到张蝾和村干部来，都把

大门关得严严实实。

张蝾理解老人的心情，但是土坯

房既不安全也不美观，她有了新想法。

“土坯房有安全隐患，不能放任不

管。考虑到老人的需求，我们可以在

原址上重新翻修，既提高房子的使用

价值，又美化了乡村。”张蝾说。

陈大娘一时想不通，张蝾也不着

急，常带着队员去老人家，陪她聊天，

帮她干活。

为了让陈大娘更直观地感受新农

村改造后将会发生的变化，张蝾还带

着她到改造过的村子参观。

看到整齐划一的房子，宽敞开阔

的道路，方便实用的健身器材和热闹

欢乐的休闲广场，老人问：“我们村也

能改得这样好吗？”

张蝾笑着说：“咱们村改造完，还

要更好！”

老人笑了。

在张蝾眼里，驻村工作最需要的

是耐心和细心。她组织驻村工作队员

为有需求的老人们体检、理发；帮助脱

贫户拓展稳定增收渠道，实现家门口

就业；空闲时为村里的留守儿童辅导

作业；春耕时节，她带领工作队与村委

干部一起，帮助种植户移栽早稻秧苗、

在田间地头除草施肥……

今 年 的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继 续 聚 焦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全 国 两 会 上 ，乡

村 振 兴 也 是 频 频 提 及 的 热 词 。 张 蝾

和 队 员 们 同 大 家 一 起 坐 在 村 委 的 会

议室里，商讨着今年村子重点发展什

么产业。

张蝾说：“兰师傅家的手工油面产

业做得不错，规模可以再扩一扩，带着

村民一起干。”

“张书记和工作队来了以后，我从

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他们虽然是外地

人，却一心一意帮我们村找方法、找路

子，我们都很感激。”村党支部书记兰

洪佐说。

“ 看 到 村 子 越 变 越 好 ，我 们 很 有

成 就 感 。”张 蝾 说 ，“ 要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这 才 只 是 第 一 步 ，我 们 要 做 的 还

有很多。”

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镇北坑村驻村第一书记张蝾——

“要实现乡村振兴，这才只是第一步”
本报记者 杨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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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接

续推进乡村振兴中，要继续选

派驻村第一书记，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完成决战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党中央

决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继续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建强战斗堡垒、发展富民

产业、深化乡村治理、解决群众

难题……肩负着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使命，广大驻村第

一书记在田间地头、群众身边

忙碌着，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出

一幅幅春天画卷。本版“追梦

路上”栏目推出特别策划，走近

两位驻村第一书记，讲述他们

在一线的奋斗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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