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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选调生 我在村

近日，贵州省黎平县各乡镇党委书记纷纷
走出办公室，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赢得百姓称赞。 周志光 摄

乡镇书记办实事

2019年11月初，作为广东省委统
战部定向招录的选调生，我怀揣着对农
村工作的热情与好奇，来到韶关市新丰
县梅坑镇长江村历练，担任村书记助
理。一转眼快两年了，期间遇到的挑
战、付出的努力和点滴思考，给青春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变身“局内人”

到村伊始，一心想大干一场的我，
却迎面被“泼了冷水”。我发现，在工作
分工上，村里只是让我协助帮扶工作，
一度就像个“局外人”。

为争取主动，我积极找村书记领任
务、挑担子，和村“两委”干部交流，慢慢
熟络之后，一位村干部终于对我“掏心
窝”了，他说：“你们城里的年轻人，特别
是省里的选调生，到村里来不就是‘镀
金’嘛，很快就会回去的，村里的事就不
用多操心啦！”

原来，问题出在村干部对选调生驻
村工作的刻板印象上。于是，我向他们
解释了选调生驻村工作的政策和要求，
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村书记终
于安排我和其他“两委”干部一起，走访
调研农户、协调土地纠纷、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参与人口普查等等。我也获得
了村民“这个年轻人踏实接地气、能干

活”的评价，从“局外人”变成了“自己
人”，打开了驻村工作的局面。

实干解难题

在村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真实感受
到，每一条帮扶记录背后，每一个欲言又止
的神情背后，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村里的罗大爷给我印象最深。他
今年60岁，儿子早年失联，儿媳身故，上
有患病的86岁老母亲，下有患小儿麻痹
症的10岁孙子，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户，

2019年11月底脱贫出列。2020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入户走访时，我
察觉到罗大爷情绪低落、神情焦灼，原来
受疫情影响，他家种的砂糖桔卖不出价
格，罗大爷担心价格继续走低或是砂糖桔
烂在地里，急得吃不下睡不着。

经过多次上门分析利弊，罗大爷接受
了我的建议：趁价格还算平稳，赶紧把砂
糖桔卖了，落袋为安。随后，我和村干部
立即跟进，帮罗大爷采摘砂糖桔，并协调
好采购车辆。半年之后，罗大爷总是念叨

这件事，心怀感激。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夜深人静之时，

翻开民情记录本，我总是感慨万分。常言
道，“进家门易，进心门难”，把群众放在心
里，躬身实干解难题，群众自然会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

思考促提升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何提升
工作效能，是我驻村期间不断思考的问题。

我发现，村干部对常用办公软件普遍
不熟悉，在填报数据、整理资料上花费很多
时间和精力。为此，我结合具体工作，和村
干部分享了电子表格中常用的快捷操作等
方法，不仅减轻了他们的工作焦虑，还省下
更多时间用于入户走访、服务村民等。

针对农村人口流出较多，基层人才相
对匮乏问题，我提出了通过建立党员档案
库、搭建人才库、谈心谈话全覆盖等方式，
进一步建强农村党组织；通过摸清乡贤底
数、建立乡贤数据库、成立乡贤会等方式，
集聚乡贤智慧和力量，把他们回报家乡的
热情转化为具体实践等建议，得到了村书
记的支持。今年6月，村党总支推荐我为
梅坑镇优秀共产党员。

我在长江村的时间是有限的，但长江
村父老乡亲带给我的所思所悟，会一直陪
伴、激励着我。 周斌

在村所思所悟，一直陪伴我

2020年11月，我作为一名选调生，
来到了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荔江镇团湾
村，让青春之光绽放在红色土地上。

老家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从小在
城里长大，刚到村的时候，我感到一切都
很新鲜，农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张白
纸”，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不知道如
何帮助群众解决难题，甚至连怎么跟群
众交流都不会。有一次，村里开党员会，
德高望重的老支书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
子，当面跟书记“告起了状”：“介个小伙
子，得行不？”

老支书短短一句话，如同鞭子狠狠
地抽在我的脸上。好几天，我都很失魂
落魄。读了这么多年书，在村里却混不
下去，真是没用。怎么办呢？消沉下去，
只会让大家更加瞧不起，也对不住我孤
身一人来西部的热血。

我首先从与群众交流学起。为了
能顺畅地和村民们聊聊天、交交心，我

苦练方言，每天起早贪黑，坚持入户下
田，跟老百姓边干活边学“口语”。功夫
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时间下来，我走
遍了村里812户人家，也能和村民们愉

快地交流了。
又过了两个月，村里开党员大会时，

老支书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竖起大
拇指夸我了：“你介个小伙子，攒劲！”

通过一家一户的走访，我详细了解到
村民家庭基本情况、收支情况以及他们关
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在得知部分村民
生产灌溉用水存在困难时，我积极向上级
争取项目资金，安装铺设自来水管道20
公里，解决了群众用水难的问题。

一进百家门、二知百家情、三吃百家
饭、四办百家事。如今，在村里，我活脱脱
就是个村民后生，入户的时候，往往是这样
一副模样：袖子撸起来，裤腿挽起来，再摇
上一把大扇子。还别说，这一副造型土归
土，但群众看了就是舒服。进屋以后，听村
民说家长里短，看群众家里实情，想群众实
际困难，并千方百计帮助解决。更好地接
地气，就能更好地聚人气。

如今，村里人越来越喜欢我，我在村里
也越来越开心。这不，前两天，老支书又问
起我了：“那个学生小伙还待得惯吗？”村书
记是这样回复的：“他待得巴适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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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柱（前排左四）和主播为梨
基地带货。

黄土岗镇菊花产业园黄土岗镇菊花产业园。。吕双供图吕双供图

顺化乡党委书记孙晓波（前）帮助群众搬运
饲料。

岩洞镇党委书记潘仕金（右）在岑卜村林下
茶树菇基地问需于民。

德顺乡党委书记石文渊（右一）在蜜蜂养殖
基地了解生产情况。

“早上摘的新鲜黄皮果，周末派送中！”每周都有
这么两三天，黄晶晶深夜时分推送一波美图加视频，
将那新村的特色农产品晒到朋友圈，吸引睡前刷手
机的圈友下单。

2019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的黄晶晶，今年1
月由广西浦北县委组织部选派到北通镇那新村担任
驻村工作队员。

对这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95后姑娘来说，到村
任职既是一段全新体验，更意味着磨练和挑战。黄
晶晶一心想要为村里做点实事，到那新村不过半年，
她已变身为村民的“带货员”。

“带货”始于一次入户走访。那次，脱贫户符立
熙跟她诉苦：“今年蜂蜜产量高、品质好，可就是卖不
动啊！”

接下来的双休日，黄晶晶把村里各个屯走了一
遍，发现全村10余家养蜂户都面临类似困境，因为
以前到村收购蜂蜜的商贩今年来得少了，村里的蜂
蜜严重滞销。她跟工作队长反映后，队长鼓励她带
队挨个入户，核实蜂蜜质量及生产情况。随后，她收
集有关销售要求，通过朋友圈、公众号、网站等渠道
积极带货，不到一个月，便销出蜂蜜近400斤。

那新村不仅产蜂蜜，还有荔枝、黄皮、龙眼等农
产品。为持续拓展销售渠道，形成稳定产业链，黄晶
晶积极引导脱贫户把农副产品集中到当地景区销
售，鼓励他们“自卖自夸”，还注重拓展网上销售模
式，积极搭建“石祖家园”微商平台。

“大批黄皮即将上市，我得加把劲，不能让村民
辛苦种植的鲜果烂在枝头。”黄晶晶说，一个人的力
量微不足道，但互联网空间广阔，只要有心出力，各
方开源，那新村的产品必将走向四方。

本报通讯员 蔡果秀 本报记者 倪敏

驻村队员
成了“带货员”

黄晶晶在黄皮果园里。

德化乡党委书记吴育柱（前）帮农户清除建
筑垃圾。

乡村振兴开局之年，村级集体经济转
型发展如何找准“起跳板”？湖北省黄冈市
两个村的做法可供借鉴。

麻城市黄土岗镇堰头垸村：
让电商人才告别散兵游勇

开发优质果园，建设菊花基地，扩大油
茶种植……堰头垸村从发展第一产业起
步，去年村集体收入达39万元。5年内争
取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是堰头垸村下
一步的目标，如何找准发力点呢？村党总
支书记杨作柱介绍了去年的一次摸底带来
的底气。

村里种植的梨一直走的是传统销售渠
道。去年夏秋，村民周红英和一群留守妇
女，通过手机直播，3天内卖出10万斤。
10月份，杨作柱请周红英帮忙，了解村里
有多少人在做直播带货，还有多少人有意
愿做直播带货。周红英是党员，也是村里
的带货大姐，她经过摸排，发现村里有48
个主播，去年前10个月网络销售573万
元，还有100多人有意从事这个行业。

这让杨作柱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培
育本土电商人才，为集体产业带货。“直播
的门槛虽然不高，但是要做出成绩来，却有
许多别别窍。”杨作柱打算改变直播带货

“散兵游勇”状态，提高组织化程度，通过
成立留守妇女主播队伍，加强专业化培
训，实现抱团发展。

去年10月，堰头垸村整合资金200万
元，将村里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网红之家”，
年底正式挂牌，集会议、培训、农特产品展
示多种功能于一体。“网红之家”的墙上挂
着今年的培训计划，从短视频制作到社交
新零售，再到网红案例分享，一个月一堂
课，向本村有意从事电商的村民免费开

放。“以往几天一单，如今每天至少十几单，甚
至几十单，‘网红之家’给我们带来了新希
望！”周红英说。

在杨作柱看来，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是稳
赚不亏的投资。对村民来说，多了一条增收
的途径。对村里来说，减轻了农产品的销售
压力。放眼长远，本村农产品的产量，肯定跟
不上网络主播团队的带货需求，村里已经提前
动作，与市里7家农业龙头企业签订协议，将它
们纳入“供货仓库”，村里以批发价购入，供网红
直播销售。同时，还计划建立一个物流点，为集
体经济培育增长点。杨作柱对这种“小河涨水
大河满”的发展模式信心满满：“2025年，村集
体收入突破百万元大有希望。”

红安县城关镇小丰山村：
对创客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

小丰山村有4大产业：香莲种植、大棚蔬
菜、红虹食品厂和农产品电商。和很多农村
一样，依靠出租土地、大棚和厂房，小丰山村告
别了集体经济空壳时代。然而简单的租赁模
式，集体经济不仅增量少而且增速慢。村书记
周丛贵和第一书记徐和平有了新的打算。

去年，创客张景租用村里的厂房，线上销
售热干面、酸辣粉，销售业绩多次跃居“抖音
爆款单”第一位，全年实现销售7000多万元，

利润颇丰。“然而，村集体可以受益的只有场
地租金12万元。”第一书记徐和平和村“两
委”商量后，今年打算将村集体与创客捆绑发
展，完成红虹食品厂的股份制改造。徐和平
计划争取帮扶资金50万元，完善设施设备，
由相关部门、村集体、创客共同成立股份制公
司，几股力量深度融合，将产业做大做强，实
现集体收入随着产业的发展而递增，而不是
仅仅挣租金。

周丛贵也介绍了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痛
点。网上俏销的热干面和酸辣粉，原料、料包
的配方由红虹食品厂提供，生产外包给红安
县和外省的企业，再由食品厂负责包装销
售。“为什么村里不能自己生产粉和面呢？”今
年，小丰山村计划上线红薯粉生产线，将种、
产、销产业链彻底打通，让村集体和村民依托
村里的产业赚更多的钱。

“我春节后就开始忙这件事，6月份终于
申请下来了。”周从贵与记者分享了一个好消
息，她为村里的香莲成功申请了商标。今后香
莲进超市、线上卖更有底气了。“这是我从年
轻创客身上学到的。”周丛贵憨笑说。

完成食品厂的股份制改造、延伸生产链、
申请商标……小丰山村发展，村干部和驻村
干部们已经绘就了蓝图，正在逐步实施中。

本报记者 周妍 本报通讯员 李欢

转型发展，“起跳板”在哪
——湖北省黄冈市两个村做大集体经济“蛋糕”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