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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度安排。2021 年过渡期以来，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轮持续组织选派 50 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接续为发展中的村庄和乡亲们带

来先进理念、资金项目、技术服务，为乡亲们排忧解难。

奋斗者的步伐永不停歇，实干者的姿态永远向前。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

的最后一年，驻村干部们有啥新计划，准备开展哪些新工作？新春伊始，我们的记者走访 4 位驻村第一书记，看看他们在

忙些啥，听他们唠唠新年打算。

——编   者   

四位驻村干部的新年打算

春节刚过，水井村的乡亲们就在茶园里忙活起来。

“我们这里的高山茶，能产春夏秋三季。这两年村里人

气旺了，荷叶茶、绿茶经常不够卖。”村民王明忠过去是建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如 今 在 村 里 茶 叶 车 间 当 制 茶 工 ，每 月 工 资

3000 元。收入稳定，王明忠心里挺美，“每年种茶，一亩地

还能挣上 2000 多元呢。”

“山前是山、山后是山”，水井村坐落在海拔 1000 多米

高山上，过去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黔中小山村。经过三任驻

村干部和全体村民的努力，现在的水井村里，荷产业、高山

茶产业都发展得红红火火。

“8600 斤高原纯藕粉订单，都赶在年前寄到客户手里

了。”提起村里的“明星产品”，水井村村民吴海和打开了话

匣子，“我们村莲藕生长期 10 个多月，现采挖、现加工，藕粉

口感好着呢。”

蔡定雍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派驻到水井村的第三任驻

村第一书记。“来到村里，我发现高山茶和莲藕产业已经有

了基础，那我就接着前任干，在开发新产品、延长产业链条

上下功夫。”这两年，村里开发出了莲子芋泥羹、莲子陈皮红

豆沙等新产品，还依靠荷塘、茶园搞起乡村旅游。2024 年，

全村生产藕粉 3 万多斤，全链条销售收入 900 余万元，带动

务工就业 800 余人次，累计向脱贫户分红 50 万元。

“村里的产品外销，原先渠道不多。”为了提升水井村农

特产品的知名度，蛇年春节前夕，蔡定雍的行程排得依然很

满，和村干部一起在贵阳、遵义、台江等地做推销，在“黔货

进央企”农特产品巡回展销会上摆摊位、“晒”产品。

水井村里，沿木栈桥穿过千亩荷塘，一间红砖小屋墙上

“乡村振兴直播基地”的牌子格外醒目。去年 7 月以来，水

井村请来中航工业旗下的助农团队，开设了 20 多场直播带

货，现在积累了一批粉丝，还培养了两名本土主播。“年后第

一场直播，大伙都挺期待，希望今年能把村里自己的短视频

账号做起来，打响水井村的品牌。”蔡定雍说。

目前，水井村在藕粉基础上推出的几样甜品，主要通过

粤黔协作机制，由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食品企业代

加工。代加工产品品质稳定，但藕粉作为原料外运也有成

本，蔡定雍一直在琢磨解决办法。年初，他去了趟广州，跟

厂方商量，在村里建一条小型生产线。蔡定雍说，在政府部

门支持下，今年将协调东西部协作、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等资

金，把一部分甜品加工落在村内，开辟更多务工岗位。

小 山 村 年 年 有 变 化 ，新 一 年 ，村 民 们 心 里 也 满 是 新

愿景。

“最期待的还是今年的荷花节！”村民陶大平说。依托

莲藕主导产业，水井村连着 8 年举办荷花节，去年还对河

道、文化长廊、水上商铺等环境设施进行了改造，给景区增

加了系统导航标识和美景打卡区，融入普定县全域旅游“四

季歌”。2024 年荷花节期间，全村吸引游客 35 万人次，营业

收入 350 万元。陶大平在荷塘边开了家烙锅铺，一天流水

就有千把元。

“一个村资源有限，现在普定县派驻各村的帮扶干部之

间实行‘抱团帮扶、共解难题’。”蔡定雍说，2024 年发挥中航

工业“第一书记服务团”作用，水井村跟煤冲村结成“拍档”，

选用各自主打的藕粉和生态蛋，共同开发藕粉蜂蜜月饼。“今

年要继续加强‘团队作战’，整合资源，释放发展潜力。”

贵州省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驻村第一书记蔡定雍——

努力开辟更多劳务岗位
本报记者   郁静娴

今年春节，台基营村很热闹。

村里，大爷大妈扭起喜庆秧歌，年轻人则成为知识竞赛

的主角。

竞赛现场，当题目出现“脱贫不返贫的关键是啥”，村民

秦爽兴奋地举起手，“我知道，我知道，关键是持续的产业发

展。”抢答完，秦爽还不忘“抱怨”，“晓燕书记，你这题目出得

可不简单啊！”“村里搞产业，咱年轻人肩膀上都有责任。”“晓

燕书记”笑着答。

“ 晓 燕 书 记 ”大 名 韩 晓 燕 ，是 台 基 营 村 的 驻 村 第 一 书

记。这样的青年知识竞赛已经是第二届了，“趁着过年大

家 都 返 乡 ，人 头 最 齐 整 ，搞 点 活 动 大 家 热 闹 热 闹 、拉 拉 家

常，既能把人心聚聚，也能把村里要干的事跟大家唠唠。”

韩晓燕说。

定期入户访民情，结对帮扶解民忧，韩晓燕脚步不停。

“年前，我又把村里的防返贫监测户都走了一遍。”

走访的第一站就是卢米换大爷家。一进院，就看见卢大

爷正忙着给新房贴春联。“卢大爷，过年好啊！家里这阵子咋

样？”韩晓燕热情地打招呼。“晓燕书记来啦，快进屋，现在这

日子过得挺舒心。”

坐在炕沿上，翻开“防贫监测一户一档”，韩晓燕认真

核对一个个数据，“五保户政策，每月 839 元；特困人员护

理 ，一 个 月 496 元 ；土 地 入 股 村 上 合 作 社 ，保 底 收 入 加 分

红 ，一 亩 1260 多 元 ，卢 大 爷 家 3.69 亩 地 入 股 ，去 年 收 入 超

过 4000 元……”对完账，韩晓燕又仔细询问了卢大爷的健

康状况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变化。

“现在这新房建好，有洗手间，还用上煤改电，屋里暖

和。年前装修一大半了，等天暖和点，就搬进新家。”说起现

在的日子，卢大爷有点激动，“晓燕书记”忙拉住他的手，“大

爷，您有啥困难随时找我，咱一起想办法！”

在台基营村，韩晓燕跑出一份“大数据”——145 户常住

户，每家一本年收入监测台账，韩晓燕定期进行数据整理、分

析和研判，确保防返贫监测“不落一户，不少一人”。春节期

间，她带领村委会成员分成若干小组，挨家挨户细致排查，重

点了解每户家庭的收入变化及生活困难等情况。

织牢防贫网，目光放在重点人群上。7 户脱贫户，以及 2
户监测户、32 户低保户、9 户五保户、28 名残疾人、12 户独居

老人及突发严重困难户等群体，都是韩晓燕驻村帮扶的“心

尖尖”。“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询问政策落实，‘三保障’及基

本医疗情况，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相结合，问题早发现、早

解决，风险早预警、早排除。”韩晓燕说。

现在台基营村里，乡亲们大到外出务工怎么找“营生”，

小到扭秧歌舞步该往哪边转，都愿意找“晓燕书记”出出主

意。乡亲们的心气足了，村里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从垃圾

分类到文明礼仪，从文艺活动到环境美化，大家伙儿自觉干、

一起干。

李婵女老人逢人就夸，“瞧瞧，大家这精神头儿，现在年

轻人都有正事儿，咱老人也能享福，心里头自在啊。”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以更加精准、高效的工作方式做

好防返贫监测工作，确保每一个脱贫家庭都能稳步增加收

入。同时，还要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强凝聚力与向

心力，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和美乡村的温暖与力量。”说起新年

打算，韩晓燕信心十足。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台基营村驻村第一书记韩晓燕——

确保脱贫家庭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常   钦

农历年刚过，肖春雷就来到百亩蔬菜瓜果大棚基地试

验田旁，仔细察看紫色释迦苗的长势。“去年，村里的紫色释

迦第一年挂果，市场反响不错。我们又抓紧育了一批苗。

过几天这 1.4 万株种苗就免费提供给农户，现在村里正组织

村民报名认领种植呢。”

肖春雷的派驻单位是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

2021 年他来到那受村时，发现村民多以种植冬季瓜菜、芒

果、槟榔为主。“村里发展果菜种植的自然条件不错，但过去

的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带动增收效果不明显。让村民稳

定增收，要把更好的品种引进村里，把更高效的种植技术教

给农民，让他们种出更好的瓜菜、水果。”肖春雷说。

从农技员到第一书记，肖春雷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感情，

那受村的田间地头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我在研究

院里干的就是农业科技服务研究，平时也会去一线向农民

推广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技术。当了驻村干部，和村民打

交道一点不觉得生分，有啥技术难题我随叫随到，带着乡亲

们一起干。”在肖春雷看来，这是他当驻村第一书记的优势。

驻村期间，肖春雷不只引进紫色释迦、纳寿彩虹西瓜、羊

角蜜等新品种，还引进了南繁瓜菜嫁接育苗技术，提高瓜菜

的抗病性抗病性、、适应性和产量适应性和产量。。20222022 年年，，他和村两委商议把南繁他和村两委商议把南繁

瓜菜嫁接育苗项目在村里以订单生产模式推广瓜菜嫁接育苗项目在村里以订单生产模式推广，，当年便实现当年便实现

了成本回收并为村集体创造了了成本回收并为村集体创造了 2424 万元的利润万元的利润。。截至目前截至目前，，

仅育苗产业仅育苗产业就为那受村村集体经济贡献了 100万元的收入。

就在年前，那受村村民苏云龙地里的黄瓜遇上了霜霉

病，“遇到种植技术难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肖书记。”肖

春雷接了电话就赶到地里，开出杀菌剂药方，苏云龙心里一

下踏实了，“肖书记，今年紫色释迦我们家也种！”

“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是授人以鱼，关键还要授人以

渔，提高农民农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肖春雷创建“田间课

堂”党建品牌，组织党员现场讲授当季适用的农业知识和技

术，3 年来组织的各项专业技能培训共 1370 人次参与。

肖春雷始终没有停下对更优质种苗的培育探索。他说：

“每年都要试种五六十个品种，就拿黄瓜来说，去年跟天津科

润黄瓜研究所合作，选育出了‘津优 619’这个高产品种，预计

亩均产量能比现在地里的品种提高 2000—3000斤。”

如今，那受村的村民都很欢迎新品种、新技术，种植选

择不断丰富，经济效益不断显现。2021 年到 2024 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从 24.6 万元增长到 244 万元，脱贫人口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16868 元增长到 29184 元。

谈及新一年的工作重点，肖春雷笑着道：“继续做好农

民培训，增长他们自主发展产业的能力，再把现有的产业往

纵深做，持续做品种改良、种植精细化管理，同时拓展市场、

打造品牌。要做好三产融合，村里的‘榴莲主题共享农庄’

‘那受·里乡野会客厅’‘南塔艺谷’等乡村旅游项目都在逐

步推进……”看着满满的工作计划表，肖春雷说：“总之要把

产业更好地留在村里，把产业收益更多地留给村民。”

海南省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肖春雷——

让乡亲种出更好的果菜
本报记者   李晓晴

“我们的苹果果形饱满，咬上一口又甜又脆。”韩店镇电商

运营示范中心内，东门村驻村第一书记贾盛正在直播带货。

贾盛来自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23 年 11 月被选派

到东门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到村里时，产业发展刚有起

色，农产品销售也刚打开渠道，如何更好促进乡村发展、带动

村民增收，对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贾盛说。

了解乡村，才能更好振兴乡村。扎根田间地头，挨家挨

户走访，深入了解村民所思所想所盼。贾盛与村两委干部定

期对农户进行动态监测，精准识别易返贫致贫户，建立帮扶

台账，因户施策制定帮扶措施。

“把大学里丰富的科技、专家资源引入村里，会给乡村带

来不一样的变化。”科普宣讲、普法宣传、义诊服务……一批又

一批的南开大学师生来到东门村开展社会实践。一场场知识

讲座、一次次贴心义诊拉近了师生与村民的距离。“如今在村

里，乡亲们看见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都特别亲切。”贾盛说。

丹参种植是东门村的重点产业，贾盛推动南开大学自主

研发的优质丹参种苗“落户”村里，邀请农业专家根据村里实

际情况，优化种植技术培训方案。从精准把握播种时间到持

续优化田间管理理，，再到科学防治病虫害再到科学防治病虫害，，丹参产业迅速发展丹参产业迅速发展。。

““随着南开大学随着南开大学··甘肃庄浪生命科学甘肃庄浪生命科学（（丹参产业丹参产业））博士服博士服

务站和甘肃庄浪丹参科技小院的成立，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出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出

更加优质的丹参种苗，让好种子带来好收成。”贾盛介绍，随

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庄浪县丹参产业逐步走出东门村。目

前在庄浪县岳堡镇，一个集种质创新、产品研发、科普研学于

一体的丹参科技创新园正在加紧建设。

教育帮扶扶出特色。踏入毕业季，贾盛利用所长帮助村

里的高中毕业生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和志愿填报辅导。“近年

来，南开大学通过捐建‘鲁班工坊’‘南开书屋’，选派研究生

支教团，建立帮扶机制等方式有力支持了庄浪县的教育发

展。”贾盛说，“能为当地的学生们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帮助

他们更好地成长，我们感到很自豪。”

文化兴村增活力。东门村文化广场的主题墙绘更新修

缮后，乡村风貌焕然一新。为做大村里的苹果产业，贾盛引

入南开大学文学院团队，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拍摄专题片《我

在庄浪种苹果》，提升“庄浪苹果”品牌价值；精心开发“定制

苹果”，拓宽苹果的市场销路。

“美丽乡村充满希望，也提供了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新的一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对村里的部

分排水渠和道路进行修缮道路进行修缮，，改善人居环境改善人居环境。”。”贾盛表示贾盛表示，“，“我们我们

将继续推进东门村中药材产业的转型升级将继续推进东门村中药材产业的转型升级，，让农村电商让农村电商、、直直

播带货等更好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播带货等更好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把乡村全面振兴的把乡村全面振兴的‘‘多彩多彩

画卷画卷’’描绘得更加壮丽描绘得更加壮丽。”。”

甘肃省庄浪县韩店镇东门村驻村第一书记贾盛——

把更多科技资源引进村
本报记者   邓剑洋

本版责编：郁静娴

版式设计：张丹峰

图①：“黔货进央企”农特产品巡回展销会上，贵州

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驻村第一书记蔡定雍（左三）帮村

民推介产品。 胡   勇摄（人民视觉）  

图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台基营村，驻村第

一书记韩晓燕（右一）为脱贫监测户发放明白卡，讲解

帮扶政策。 武利国摄（人民视觉）  
图③：海南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驻村第一书

记肖春雷（右）指导农户种植黄瓜。

苏永辉摄（人民视觉）  

图④：甘肃庄浪县韩店镇电商运营示范中心内，东门

村驻村第一书记贾盛在直播带货。

王照乾   李姝婷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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