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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家种的西瓜只够自己吃，现在有
好的销路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每年光西瓜这
块就有至少 5000 元的收入。”张海慧跟记者算
了笔账。

张海慧的故事是江门村许多村民故事的缩
影。“过去大家都觉得够吃就行，要发动村民
种 10 亩都很难，现在村民自己联合自发要种
120亩百香果，完全是干事创业的劲头。”杨宁
笑着说，就在记者采访前三天，还有村民代表
主动拿着黄金百香果的树苗找到杨宁，询问是
否适合大规模种植，村里是否能帮买新苗。为
了配合村民生产需要，村里组织了百香果种植
技术培训。

村民创业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带头人杨宁
的敢闯敢试。

故事回到10余年前，刚工作的杨宁憋着一
股劲儿要带动村民脱贫致富。从发动村民种植
竹子到辣椒到葛根，杨宁热情洋溢，村民们也
积极响应。但很快，问题来了，由于江门村耕
地面积小，山地较寒冷，导致许多农作物收成
并不理想。一次考察期间，杨宁发现村民家种
植的紫色糯米颇具本地特色，市价是普通糯米
的两倍多。

正当杨宁准备发动村民大规模种植紫色糯
米时，村民却疑虑重重。“多年前，我没见过
杨书记，但听其他人说她带头种啥啥不成。”
张海慧笑着回忆道。

“要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就要能为他们兜
底，不光是金钱方面的兜底，也要有感情上的
兜底，让村民踏实心安。”2017 年，为了打消
村民的顾虑，杨宁四处贷款。很快，资金解决
了，有村民带头响应杨宁的号召，紫色糯米种
起来了。

为了拓宽增收渠道，村里还发展起了“苗

阿嫂”西瓜种植，野生菌种植、良种杉木
育苗，发展起直播带货。江门村摸索出了

“合作社+农户”“村委会+农户”的模式，
利用合作社的平台优势帮助村民解决种苗
资源、销售渠道等问题，进一步解决村民
的后顾之忧。

利用国家财政资金，江门村还建起了旅游
接待楼，发展集餐饮住宿、野生菌种植体验项
目为一体的旅游业，旅游发展产业初见成效。

“现在我们很相信她，这个人没有私心。”
张海慧说。

如今的杨宁尽管在县城已有住房，但为了
方便工作还是常年居住在村部，她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了江门村的发展上，“我觉得江门村就
是我的家，在这里很心安，常常出门出差都放
不下江门村。”

杨宁所言非虚。今年 3 月，杨宁赴京参加
感动中国颁奖仪式时，偶遇了福建农林大学教
授林占熺，杨宁当即抓住机会向林教授请教起
专业问题。

“我们一直想发展畜牧业，但饲料就是个
大问题，我问了林教授有没有好的办法，他告
诉我说菌草成本低，适合我们这边种植。”回
到广西，杨宁刚一结束手头的工作，就拨通了
林教授推荐的基地负责人电话，沟通了试种事
宜。很快，基地便大力支持表示将提供免费菌
草种子试种。

“今后我们还打算利用山村水源的优势做
山泉水厂，让村里人人有股份，家家有分
红。”杨宁指着对面山上在建的场地信心满
满，“将来我们还要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发展
研学旅游，调动村民积极性美化家园，做到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是我们共同的
梦想！”

“乡村振兴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记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江门村党总支书记杨宁

本报记者 祝佳祺

从2010年担任江门村大学生村官至今，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
乡江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宁坚守
了 13 载，曾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2022 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

荣誉。
在杨宁的办公室一角，永远放着一双解

放鞋和雨靴，就像刚工作时一样，她随时准
备下田入户。从发动村民发展种植到发展电
商和旅游，这个85后女娃书记敢闯敢试，誓
要带着乡亲蹚出一条富裕路。

她是飞回山乡的“金凤凰”，是同事眼
里雷厉风行的主心骨，是村民眼中值得信赖
的“傻姑娘”。杨宁用心体察山乡群众的苦
乐酸甜，她说“乡亲们的淳朴善良给了我很
多感动和力量，和乡亲一道为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奋斗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从融水县城驱车一个半小时，便来到
了位于平均海拔约 400 米的安陲乡江门
村。记者见到杨宁时，她穿着藏青色的棉
袄，扎着马尾辫，一如既往地干练，忙活
了一早上，几块早餐面包还含在嘴里，来
不及细嚼。

“村里在建村史馆，门窗怎么装，预
算怎么做，我们得开会讨论一下。”一场
村务会议很快在村办公楼二楼召开。“一
扇门包料包送包工 450 元，大伙看行不
行。”会议现场讨论热烈。为了更好地商
讨相关事项，会后杨书记带上驻村工作队
员和村委工作人员一行 9人前往在建的村
史馆。

“前几天乡里正好有人评上非遗传承
人，往后我们村史馆也可以借力开展非遗
教学。”“到时候我们研学基地也搞起来
了。”杨宁用家乡话和工作人员描绘着江
门村的发展蓝图，木楼里回荡着工作人员
阵阵欢笑声。

行至大门处，眼尖的杨宁很快发现了
施工的不足，“师傅，这个横梁不能是拼
接的，门槛处处理得有点粗糙。”经过一
番商讨，施工方同意按要求整改。

“村里千头万绪的事很多，杨书记常
常都要一一过问，她雷厉风行，干事创业
很有拼劲。”一同随行的乡村振兴驻村工
作队员张柳容说，他是广西汽车集团派驻
江门村第一书记，今年已经是他在江门村
工作的第五年。

村委会对面的山上机器隆隆轰鸣，杨
宁指着在建厂房告诉记者，江门村环境优
越，水质优良，这里将要建设山泉水厂、
腊肉加工厂。在广西汽车集团的帮助下，
这里还将建设汽车零配件工厂，未来将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

考察一圈回到办公室才刚坐下，信息
员张海慧拿来了一袋包括“桂黛玉”等品
种在内的西瓜籽，“这是今年广西农科院
送来试种的新品种。”杨宁拆开包装仔细
查看，嘱咐张海慧给每家每户分发到位。

在过去的几年中，江门村利用本土优
势积极发展泉水西瓜的种植，拓宽农户销
路，创建了“苗阿嫂”泉水西瓜品牌，通
过直播带货等方式保障了农户的收入。在
过去一年，“苗阿嫂”泉水西瓜就销售了
10万斤，其中通过消费扶贫模式在广西汽
车集团销售了近一半。

“苗阿嫂”的品牌负责人正是今年 40
岁的苗家阿嫂张海慧。“刚来时连电脑都
不会用，杨书记就鼓励我，手把手教我，
现在村里很多表格都是我做的。”张海慧
曾是地道的农妇，如今已经成为村里许多
事项的负责人。面对记者，她谈吐流畅，
思路清晰，“‘苗阿嫂’西瓜的品牌工作
是我在做，还直播过几次。杨书记是我们
村的主心骨，她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跟我
们说的最多的话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对我们影响很大。”

江门村要求一周七天都要有人在岗，
确保群众能随时找到工作人员，工作强度
不可谓不大。

“我们村的工作人员工资并不比其他
地方高，但这么些年从没有人抱怨或打退
堂鼓，大家的劲都往一处使，有事情大家
分着干，人才队伍建设关系着发展的根
本。”杨宁告诉记者，她也在培养着后备
干部，如今村里也有了2位90后大学生工
作人员，其中一位甚至是 00后，“乡村振
兴是乡亲们共同的梦想！村里现在有新气
象，越来越多年轻人入党，我们要优中选
优，让基层人才队伍更优更强。”

半天的工夫，杨宁接待了考察访问团，开
了村务会议，电话协调了数项工作，才刚在椅
子上坐下，刚从田地回来的阿嫂杜翠莲打着赤
脚就走到了杨宁办公桌前。“杨书记，我有个
水管的事情能不能同你说。”阿嫂熟络地说
道。杨宁笑着迎上倾听，并解答了阿嫂的困
惑。像这样的突然造访已经是常态，尽管村里
的分口工作办公室就在隔壁，但村民们还是习
惯找杨宁。

乡村振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杨宁也曾
彷徨迷茫。杨宁的同乡告诉记者，“杨书记打
小就是‘学霸’。”从 12 岁起外出求学，杨宁
一直是他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作为当时
江门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杨宁有着令人
艳羡的大好前程，人们都说“山窝窝里飞出
个金凤凰”。

然而 2010 年，由于和从小养育自己的奶奶
感情十分深厚，杨宁义无反顾选择了返乡做一
名村官。飞出去的金凤凰又飞回来了，“村里工
作能有啥出息呢？”人们感到意外之余也议论纷
纷，连杨宁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工作几年再争取考公务员吧。”带着这样
的念想，杨宁开始了在江门村的工作。

奶奶给了杨宁三件东西——解放鞋、手电
筒和水壶。“妹仔要好好工作。爬到哪个山头
就唱哪个歌，不要骄傲不要急。”奶奶淳朴的
叮嘱就像一颗种子在杨宁心中发了芽。

第一次下乡到田间地头，实在的杨宁撸起
裤管就帮村民干活。眼尖的村民一眼就看到了
这个村官脚上的解放鞋。“这个女娃不一样。”
村民笑道，眼瞧着杨宁多了几分亲切感。

“刚来的时候，村部什么都没有，开会的
时候大家都拿着小板凳靠墙坐，下雨的时候还
漏雨。”如今的村部设备齐全，桌椅崭新，杨

宁环视四周感慨地说，“回到家乡才发现，自
己多年求学在外，对家乡的了解少之又少。”

穿着解放鞋入户下田，融入群众，倾听群
众，杨宁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看到许多农民没有鞋穿，光着脚到处
走；条件困难的阿婆带着几个孩子，舍不得吃
一碗两块钱的粉；有个妇女很贫困，却总想着
有余力就要帮帮其他人；我帮一个大娘填写申
请低保的表格，她得到低保以后郑重地送给我
一个放皱巴了的橘子……”说起村民们的故
事，杨宁几度落泪哽咽，村民的喜乐哀愁她都
看在眼里。

“每个村民的照片我都存着，村民会记住
你的每一分好，是乡亲们的淳朴善良给了我很
多感动和力量。”多少次遥望着办公室窗外的
青山，杨宁不断坚定着干事创业的决心。“那
时候总觉得工作不饱和，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作为大学生，我也坚信没有自己做不成的事。”

从发动村民发展种植到发展电商和旅游，
江门村的贫困发生率由 2018 年初的 2.52%，降
到2020年底的顺利清零，村集体年收入从2017
年不到 5000元增长到 2022年的 26.35万元，集
体经济收入来源多点开花。

“公益事业计划”“文体活动年度计划”
“联系群众活动计划”“党建工作计划”“产业
发展规划”……在杨宁办公室，墙壁上密密麻
麻张贴着2023年江门村的各类工作计划，包括
脱贫户在内的三类监测对象名单也被张贴在了
显眼处。杨宁告诉记者，“这些监测户我们每
个月都要入户走访联系，平时也要常去田间地
头走走，关心生产也要关心村民生活。”如
今，杨宁办公室一角仍然放着解放鞋和雨鞋，
为随时下乡入户做准备。“每年都要穿坏一双
解放鞋。”杨宁笑着说。

建设现场回荡着阵阵欢笑声建设现场回荡着阵阵欢笑声 “每年都要穿坏一双解放鞋”

“让村里人人有股份，家家有分红”“让村里人人有股份，家家有分红”

▶江门村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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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 （右） 在江门村村
史馆建设现场。

▼杨宁 （右） 在江门村村
史馆建设现场。 ▼江 门 村 在 建

的村史馆。

▶江门村党群
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