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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派夏津县乡村振兴服务
队两年，村里要发展，必须有产业。
为让刘堤村突破原有种菜模式，
我帮助刘堤村成立了“天绿园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绿鄃
园”蔬菜商标，帮助合作社制定了
发展规划，采取“统一农资”“统一
商标”“统一销售”的“三统一”原
则，为村种植户提供服务。

一个产业发展壮大，仅靠一
村之力还不行。我提出引进现代
农业项目的想法，采取“企业+合
作社+村民”模式，走“企业引领，
村集体参与，村民受益”的路子发
展产业。特别是服务队引入总投
资1 . 5亿元的寿光绿巨人现代农
业项目后，村民们的眼界立刻打
开了，种菜模式迎来质的变化。今
年10月扶贫工作结束，临走前一
天，我到刘堤村大棚看了看，村民
闫宗文告诉我，“两个大棚，今年
比往年多收入了4万多元。”说这
话时，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引入现代农业

种菜路子迎质变

干事创业，不进则退。
依托黄河水乡的优势资源，

蓑衣樊村搞乡村旅游虽然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是接下来，如何“更
上一层楼”，让乡村旅游产业再壮
大一些，是我这半年来主要思考
的问题，也去了很多地方学习考
察。

我制作了很多顶写着“职业
农民”的草帽，当一名“职业农民”
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实现小康，需要奋斗，更要接
续奋斗，蓑衣樊村就是在奋斗中
慢慢变美的。

现在村民们经常拍一些村里
的小视频发到网上，引起了很多
外地朋友竞相关注。

通过媒体平台,“蓑衣樊”的
知名度、美誉度日益增加。我相
信，蓑衣樊村的乡村旅游路一定
会越走越宽，蓑衣樊也将会越来
越美。

村子在奋斗中变美

美誉度日益增加

2018年9月至2020年10月，我
被选派到山东省派夏津县乡村振
兴服务队参加帮扶工作。

在农村，发展项目最缺的就
是技术。农科院有着大批农业方
面的专家，在我提议和联系下，服
务队成立了以省农科院专家为主
的“乡村振兴专家顾问团”，并促
成省农科院与夏津县签署了“乡
村振兴专家服务战略合作协议”。
农科院家禽研究所、蔬菜研究所、
果树研究所先后派出专家到夏津
县举办家禽养殖、蔬菜种植、果树
管理等讲座十余场次，现场指导6
次。我还协调联系中国农科院、华
南农大等专家团队到夏津指导畜
禽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提高
有机肥利用率和果蔬种植效益。

只有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
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
业兴旺，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回
到农村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兴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前所
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
全面打响，作为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我深感使
命光荣、任务艰巨，坚信驻村工
作必须用心、实干，用真心才能
换来老百姓的真情，用实干才能
赢得民心，特别是要以先进的理
念，拓出富民兴村的路子；用文
化的魅力，培育向善向美的文明
新风。

在嵇家庄，要找到破解全村
贫困落后的路子，必须从吃透村
情着手。

从流转土地发展特色产业，
到打造“网红”电商合作社逐步实
现产业富民；从疫情期间凝聚起
巾帼力量，到培育“红色少年”，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再到倡树乡
村良好社会风尚，一步一个台阶，
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必须要用实
际行动在基层践行“小康路上一
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从吃透村情着手

用实干赢得民心

身为齐鲁晚报老读者，又是
来自齐鲁乡村的农民子弟，我一
直关注着齐鲁壹点的报道，山东
在决胜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取得了
伟大成绩，很让人激动。我的笔触
始终关注农村，想帮村民做点事
情。一年来，从看别人的故事和报
道，到平凡的自己也走进镜头，有
很多感想。

手机已经成为大家的“新农
具”，在手机上卖农产品成为农村
的“新农活”，这是时代的变迁。我
作为一个小镇退休职工，只是源于
对故乡的热爱和对文字的爱好，在
网上分享乡村文化农事，传递乡村
美好，又因为发现新媒体平台还可
以带货农产品，萌生了知识扶贫助
农的念头，可以说，知识扶贫，互联
网带来了更多期待。齐鲁晚报的肯
定，给了我新的动力。我相信，未来
的乡村会更加美好。

互联网知识扶贫

带来更多期待

结合三年的驻村工作，村庄
的变化可总结为“班子强、民心
齐、产业兴”九个字。村级班子战
斗力弱是“穷根子”久拔不掉的主
要原因，通过抓好思想教育工作、
规范日常组织生活、化解常年矛
盾、营造团结向上的氛围等，逐步
凝聚起党支部一班人合力。

明确发展方向后，通过争取
项目支持、外出引资、村内发力等
方式，逐步完善了村中“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解决了制约村庄
发展的难题，通过一项项民心工
程，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口碑。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
之策，拔掉穷根，没有当家产业不
成。结合村庄特点，坚持“引进来、
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目前已在村
中成片发展起果蔬种植区、大棚
采摘区、西洋参基地等等，通过合
作社的统一经营管理，实现集体、
村民的双增收。

拔掉穷根

没当家产业不成

对于曾经世世代代翻山越岭
的桐峪沟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

“山”不可翻越。
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践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真切反映了走向小康的美好
生活。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
干部。”村民的生活改善了，但
作为一名村党组织负责人，将
继续以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只
争朝夕的使命感，认真践行支
部书记使命职责，牢固树立“等
不得、慢不得、松不得”的发展
意识，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重
点的增收致富产业，进一步提
升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村里的
公共服务水平，让“钱袋子”更
鼓，“好日子”更美，把桐峪沟村
打造成为潍坊乃至全省有名的
美丽村、幸福村、富裕村。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让钱袋子鼓起来

为老百姓办成每一件实事好
事，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 几 年 实 现 了 从“ 泥 水
路”到“水泥路”的村貌之变。
过去村西是一条很窄的破旧土
路，一下雨道路泥泞、坑坑洼
洼，老百姓出行难。经过近几
年努力，现在一条条柏油路和
水泥路从村内一直通向村外，
从村子通到镇上去，宽阔平坦
的水泥路一直通到每一户村民
的家门口。

实现从“荒草地”到“观光园”
的村貌之变。过去村里洸府河段
杂草成堆、高低不平，经过土地流
转成立村里的股份经济合作社，
把“荒草地”成了“观光园”。观光
园内种上了中草药茶饮品，并建
成了加工厂，很多村民都在观光
园内工作，村民加入集体股份家
家分红。村民经济收入好了，日子
更有奔头了。

泥水路变水泥路

荒草地变观光园

专家学者、致富带头人齐聚脱贫攻坚战圆桌论坛

听听来自一线的“小康声音”

很多地方通过开发乡村旅游
走向了小康生活，村里也渐渐有
了产业基础，但搞乡村旅游，不能
就乡村而论乡村，一定要跟地方
区域布局密切结合。比如，这些年
齐河的乡村旅游发展非常快，前
不久齐河还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名单。对齐河而言，立
足大型精品旅游项目驱动带来的
好处就是不愁客源，同时来自全
国的游客还可以到齐河乡村体验
民俗、民宿，乡村旅游与大项目旅
游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补关系。

一个地方要搞乡村旅游，首
先是对游客要有吸引力，要让游
客们知道、了解这里的自然禀赋、
人文环境、村风民风。在自然禀赋
差不多的情况下，旅游服务和产
品如何引起消费者的兴趣，这就
离不开宣传。未来在乡村旅游发
展过程中，不仅仅大众媒体要宣
传报道，还要让当地百姓主动宣
传，把村里的好产品推广出去。

乡村旅游要与

大项目旅游互补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徐凤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明
淄博高青县蓑衣樊村

“职业农民” 刘树海 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 刘玮
莒县关工委综合科科长、莒县

洛河嵇家庄村第一书记 史易可

头条学院认证讲师、知名“三农”

自媒体人 赵世惠
莱阳市委组织部派驻万第镇

南于格庄村第一书记 许晏铭

潍坊青州弥河镇桐峪沟

村党支部书记 郭保伟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

贾庄村党支部书记 郭贞坡

小康源自奋斗、小康点亮生活。在奔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山东战贫斗困，不获全胜誓不收兵，涌现出许多脱贫攻坚的的典型案例。“第一书记”、乡村振兴
服务队员、村支书等成为这场“攻坚战”的一线“领头雁”、致富带头人，他们或为乡村带去产业振兴的源头活水，或或为乡村社会治理出谋划策，或扎根乡村服
务百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小康路上的生动实践。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邀请了来自全省的脱脱贫攻坚领域最前沿的参与者，让我们听
一听来自一线的“小康声音”，圆梦小康，我们“一起走”。

“把驻村当故乡，视群众为亲
人”，这是“第一书记”的写照。他
们日夜奋战在乡村振兴最前沿，
做小康路上的带头人，动真情、用
真心、出实招、干实事，既是指挥
员、宣传员，更是服务员、战斗员，
与党员群众结下了深厚鱼水情
谊，已实实在在成为一张公认的
党建名片。

维护这一“名片”，要不辜负
组织与群众的信任。

作为一名累计驻村7年的第
一书记，我认为更应牢记驻村使
命，正衣冠、树形象，重学习、善研
究，始终保有一种不用扬鞭自奋
蹄的韧劲和永不止步的干劲，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征程中，
做一名党建工作多面手、农村工
作百事通，成为真正把身心融入
驻村的时代先锋。

本版稿件采写 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

第一书记

要当好驻村“名片”

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

第一书记 季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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