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百姓话题
责编：任 涛 赵 昊 邮箱：peoplehwb@126.com责编：任 涛 赵 昊 邮箱：peoplehwb@126.com

2023年3月9日 星期四

春天来了，村里也忙了起来：上百栋大
棚扣棚完毕，一车车的木耳菌包陆续进棚，
工人们忙着挂袋作业。

这几年，我们村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势
头 越 来 越好，不仅成功研发出羊肚菌在温
室的反季节种植技术，还做强了黑木耳产
业，今年 同 比 新 增 挂 袋 黑 木 耳 种 植 25 万
袋 、 地 摆 木 耳 20 万 袋 。 如 今 ， 新 建 村 拥
有木耳大棚、果蔬暖棚、光伏发电、农机
合作社、鸭稻基地等 6 大产业，种植经济作
物14种。

线上线下双管齐下，销量更是“节节

高”。我们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将新建
村特色产品推广出去，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年线上销售收入达 600 万元，前景一片
大好。

近年来，村集体经济壮大了，群众腰包
鼓了，村屯环境也美了。

但最让人欣喜的，是大家的思想觉悟高
了，村风民风正了，开展啥工作，大家都积
极配合，这也带动了更多群众加入到产业项
目中，让增收路越走越宽。如今，我们村也
从欠外债 60 余万元的国家级贫困村，变成了
年收入超百万元的省级文明村。这些变化，

让作为基层80后干部的我，发自内心地高兴和
自豪。

2021年2月，驻村工作队和我个人分别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
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大家决心继续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

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进
行了全方位的部署。我们相信，未来一定有
更多土特产能卖上好价钱，大家的增收渠道
会越来越多。

新的一年，我们将带动更多群众发展羊
肚菌、木耳等特色农业。同时用好汤原县的
红色资源，开发乡村旅游业，全村已经划出
28 垧土地，打造农家乐和采摘、观光、度假
一体化的乡村旅游模式。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张艺开采访整理

自从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县里实施规
模化、区域化、标准化种植，出台多项优惠
政策，引导农民集中连片搞种植，线辣椒产
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乘着政策
的东风，我们又成立了专唐优质杂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建立生产基地近千亩，主要从事
线辣椒种植，核桃、花椒栽植。目前，通过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
乡亲们逐步告别了“土房土豆、土炕土路”
的生活，走上了发展特色种植业的致富道路。

人勤春来早，种植正当时。眼下正值优
质线辣椒种植的黄金时期，乡亲们称我为

“线辣椒种植全能人才”，还推荐我为村妇联
主席。我感动的同时，也深知不能辜负乡亲
们的信任，要带领乡亲们种好小辣椒，种出
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出台了一系列与老
百姓相关的好政策，我们更应带着感恩的
心，用自己的勤劳双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
好。我和乡亲们第一时间认真学习了中央一

号文件的精神，了解了党中央加强“三农”
工作的鲜明态度。文件提出坚决守牢确保粮
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扎实推进乡
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坚
定了我们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的决心。

作为农民，我们感受到了中央重农强农
的强烈信号，欣喜万分。我将引入科技力
量，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作为乡村产业
振兴的领头人和当地科技协会常委，我将深
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和
特长，带动村民把专堂村的线辣椒产业做大
做强，努力让身边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
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贾丰丰采访整理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实施高
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
行动，提高培训实效”……中央一号文件，我
读了一遍又一遍，感觉字字句句说到了我的心
坎上。作为一名果农，我靠着不断学习成长为
高级农技师，在“智富”的同时，通过技术的
传帮带又成为“新农人”，和乡亲们一道在乡
村振兴中奔向共同富裕路。

我家如今年收入 20 多万元，在市区及村
里都有房，家用汽车及各种型号的农用车有
10 多辆，生活过得像桃子一样甜蜜。别看我
现在将林果业经营得风生水起，但当年因缺乏

技术导致在果子上套袋失误而赔得“底儿
掉”。从那时起，我认识到只有靠有技术含量
的奋斗，才能成为“农业赢家”。

从此，我线上线下报班学习，还向大专院校
“取经”，慢慢成为乡亲们眼中的“林果专家”。

有了专业技术的加持，我注册了“农大哥
鲜果缘”商标，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使每个果子都可溯源。同时，当地政府帮助
商超与我们果农对接，再加上网络平台销售渠
道，我的果子成了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宠儿”。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伙富了才是真富。我
们这一带有种果树的传统，但大多数管理方法

老旧，效益不佳。于是，我办起了“桃园夜
校”，为的是让全村的农民都变成“林果专
家”。我不仅自己上台讲课，还请来了专家教授

“开方子”，从果树修剪、疏花疏果到病虫害防
治、新品种引进等，让果农从中学到“真
经”。如今，我们村 80%以上的村民掌握了先
进种植技术，用特色品种、错季上市等方
法，搞活了林果经济。村里 1/3 的人家盖起
小洋楼，几乎家家将代步工具换成了小轿车。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让我的干劲更
足了。下一步，我想将自己的果园升级成文化
产业园，打造成产学研基地，实现果品品质、
品牌、效益和文旅产业的综合提升。再一个，
我要把“桃园夜校”办得更好，把新农人培育
工作做得更实、覆盖面更宽，让更多的新农人
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

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目标，首次在中央一号文
件中出现。文件中提到拓展传统农业范畴到更大范围
的乡村产业范畴，既突出明确在一产基础上做好二三
产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加快发展现代乡
村服务业；又明确了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并通过
完善乡村产业布局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对此，
我深有感触。

这几年，港胡村一年比一年热闹，从“千万工
程”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行动，村里握稳乡村振兴“接力棒”，大伙的日

子越过越甜。
村民们齐心协力，往纵深处推进乡村振兴。村里

剑指“耕地碎片化、空间布局无序化、土地资源利用
低效化、生态质量退化”等难题，重构农村生产、生
活、生态用地空间。如今放眼望去，农田连片、村庄
集聚，游人如织，一派生机。

这些年，村两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实现内生发
展上。依托本地龙头企业技术优势，我们引入农业
龙头企业，建起了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化农业体
系，为种粮大户提供耕、种、管、收、储、碾、销全链

条服务，打造高品质数字粮油示范基地，带动农户
1200 余户、种粮大户 18 户增收，实现多方共赢。

现在，村里的废弃老民宅房经过改造提升派上了
大用场，引进影视文化产业团队，植入动漫工作室、
乡村露营基地等新业态，推出米宝乐园、米宝研学等
活动，打造港廊儿童摄影小镇……港廊未来乡村发展
充满“活力”，并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
试点。

未来，我们还将围绕产业、风貌、文化、邻里、
健康等场景，着力构建数字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
素、彰显南浔韵味的乡村新社区。此外，我们计划和
邻村党支部一起，整合古村落资源，合力打造港廊未
来乡村“共富工坊”，引入文化创意、休闲观光、特色
民宿等多种业态，预计可以推动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30
万元，辐射带动周边100多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本报记者 窦瀚洋采访整理

2021 年，我研究生毕业。尽管我可以留在北京、
武汉等大城市工作，但当家乡召唤我的时候，我还是
义无反顾地回到我的家乡——湖北宜昌工作。

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不留在大城市。一方
面，我认为宜昌发展潜力很足，广阔天地，大有可
为。另一方面，宜昌优待年轻人的政策吸引了我，让
我在这里工作没有后顾之忧。最终我被分配到伍家乡
共联村，担任书记助理一职。

去村里报到的前一晚，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兴
奋的是终于可以为乡村振兴做贡献，紧张的是能否适

应乡村的工作环境。那一晚，我失眠了。
抵达共联村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着实吃了一

惊。和对农村的固有印象不同，共联村里安置房鳞
次栉比，家家住上了楼房。街道干净整洁，市场坐
落其间，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昂扬向上的眼神。这让
我备受鼓舞，亲眼看到中国农村巨变，我的干劲更
足了。

我主要负责宣传和安全督查等工作。评选“好媳
妇”“好婆婆”等“六好先进人物”是我的工作重
点，这有利于形成好的村风、提高村民的精神文明水

平，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为了彻底摸清村民情况，
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是常态，有时一聊就是一下午。村
里人说我就像是他们自家的孩子。听了这话，我的心
里真高兴！

村子东南边有一片山，有安全隐患。为了确保村
子安全，我经常和其他村干部一起上山巡逻。印象最
深的是去年春节假期，山上的积雪还没融化，我踏
着雪在山上巡逻。天气湿冷，冻得我直打哆嗦。但
当我在半山腰处回头，发现不远处的村子灯火通明，
一片安宁祥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守护万家灯
火，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驻村工作将近两年，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工作。在
未来，我要继续学习，更深度参与乡村振兴，贡献青
春力量。

本报记者 赵 昊采访整理

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 徐昊铭 湖北宜昌 伍家岗区伍家乡共联村书记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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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打造乡村“共富工坊”
■ 钱建强 浙江湖州 南浔区港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合力打造乡村“共富工坊”
■ 钱建强 浙江湖州 南浔区港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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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要求。驻村3
年，我亲眼见证这个边疆民族地区的小村子一
步步发展起来，在村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清河村乡村振兴的步子越走越稳。

我所在的村子在 2018 年按计划全部脱
贫。为走好乡村振兴之路，近年来我们始终
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作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要抓手。
我们因地制宜发展茶叶、核桃等具有地方特

色的经济作物种植，2022 年全村脱贫户人均
纯收入1.3万多元，同比增长近18%。

村子要发展，必须有产业支撑，必须结
合本地资源特点，突出产业特色。我们村种
植了约 4000 亩茶叶，为提升村民职业技能，
我们邀请了昆明古德职业培训学校的老师，
到村里讲授茶叶加工的技艺。新的一年，我
们计划引进全新的产业线和更先进的制茶技
术，打造更精致的产品，将茶产业由过去较
为粗放的模式转为精细化生产，在市场中用

我们的特色产品闯出更宽的路。
不仅如此，我们还将通过延长产业链提

升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清河村种植了约1万
亩核桃，过去光卖核桃原材料，一旦遇上市场
价格走低，村民的收入将受到很大影响。如
今，我们在镇上引入了核桃深加工产业线，引
进现代化生产企业，在本地就可以生产核桃
乳、核桃油等产品，村民的腰包更鼓了。

不仅要让村民富起来，还要让村民们生
活环境更加舒适。在清河村，村干部和村民
一起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村子里道路更
加整洁，家家户户种花种草，不少村民还自
发在墙上绘制彩绘，清河村正在朝着建设宜
居宜业乡村的方向持续努力。

本报记者 沈靖然采访整理

产业支撑要突出产业特色
■ 黄建平 云南昌宁 大田坝镇清河村驻村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 黄建平 （右） 受访者供图▲▲ 黄建平黄建平 （（右右））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大伙富了才是真富
■ 于君星 河北邯郸 南堡乡北寨前村村民

▲ 于君星 金 立摄▲▲ 于君星于君星 金金 立立摄摄

让增收路越走越宽
■ 马 英 黑龙江佳木斯 汤原县新建村党支部书记

▲▲ 马英马英 （（左左））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种出红红火火好日子
■ 拉毛才让 青海循化 清水乡专堂村村民

▲▲ 拉毛才让拉毛才让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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