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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赏秋景、品秋韵、采秋果，心
旷神怡。

这几天，于粉房村的黄桃开摘啦！丰收的喜悦
写在果农们的脸上。于粉房村种植黄桃已有23个年
头，村民们拥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年产量百万余斤，所
产黄桃品质虽优，但名不响，市场价格波动大，前些年
曾一度滞销，果农们不敢轻易扩大种植规模。近几年
村里努力洽谈加工合作，销售难有所缓解。

今年是黄桃丰收年，欢迎您来于粉房村采摘品
尝黄桃，洽谈合作。

于粉房村：共享黄桃采摘乐趣
代言人：辽宁庄河市黑岛镇于粉房村书记助理 邢亭亭
电话：15241152068

山东省莱西市日庄镇有一位大
学生，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带领
村民种葡萄，他就是日庄镇白石新村
刘庄自然村党小组组长刘东。

2017年，刘东刚回到村里时，家
人不理解、朋友不支持、村民也不信
任。“小伙子嘴上会说，真干起农活
来，能行不？”面对村民质疑，刘东心
想，现代农业靠的是科学，他有信心
迎接挑战。

经过一番调研，刘东决定发展葡
萄种植。2017年10月，他自掏腰包
投资60多万元建了2个大棚，引进
市场接受度高的“无核巨峰”。但因
缺乏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接连两年

亏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缺技术
就学技术，刘东辗转南京、云南等地
拜访专家，天天“泡”在葡萄园里，如
今俨然半个“葡萄专家”，村里种的葡
萄年年增产。

为扩大种植规模，刘东成立了
“青岛恒荣果蔬专业合作社”，并建立
了新型葡萄园区，还与广东深圳等地
果商建立了长久合作，形成了一条完
整的产业链。

如今，刘庄自然村种植葡萄200
余亩，年产量80多万斤。与2017年
相比，葡萄种植户年均增收3万元，
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成为小有名
气的“葡萄之乡”。 程强

大学生种出“葡萄村”

一线传真一线传真

金秋时季，你打算去哪儿旅行？欢迎你来牧云山顶！
牧云山顶，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中部，是“天下第一

曲河”莫日格勒河的最佳观景地。在这里仰望可观草原日出日落，俯看
可见草场上牛羊成群，草原的壮美景色尽收眼底。

人人都知道呼伦贝尔草原是避暑胜地。但鲜有
人知，秋天的呼伦贝尔更加惊艳！一片染上醉人金
色的草原，四处散落着牛羊马群。傍晚时分，日落
映红了整片天空，莫日格勒河宛如一条绸带，在草
原上波光粼粼。夜幕降临，满天的繁星，仿佛近在
眼前……

你，心动了么？快来呼伦贝尔，享受大草原带给您
的静谧与祥和吧！

牧云山顶：草原景色尽收眼底
代言人：内蒙古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专职纪检监察员 王楠
电话：18532160328

这是一个为乡村量身定制的服务平台，用于推介各地特色农产品、
特色工艺品、特色美食、特色美景等，欢迎乡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干
部、大学生村官登台代言。

投稿邮箱：tougao@dxscg.com.cn
联系电话：025-58682591

基层榜样基层榜样

致敬全国“两优一先”

我为乡村代言我为乡村代言
主持人：车婧

前段时间，刘骥忙着交接工作。
她就要离开战斗了6年的小山村，回
到西昌。

今年七一前夕，四川省凉山州农
业农村局机关党委书记、喜德县红莫
镇特火村第一书记刘骥被表彰为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军功章，一半属于
我的战友，一半属于我的妈妈！”刘骥
的妈妈是一名编外驻村队员，跟着刘
骥进山扶贫3年。

2015年8月，组织上选派36岁
刘骥担任红莫镇瓦西村第一书记，2
个月后又调整到扶贫任务更重的特
火村。刘骥的妈妈曾碧仙患糖尿病
10余年，每天必须服药控制血糖。
自从刘骥进村扶贫后，照顾妈妈的责
任就落到她丈夫身上。2018年，刘
骥的婆婆患上腰椎结核，丈夫一个人
照顾两位70多岁的老人，忙不过来。

刘骥思来想去，提出了一个她认
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把妈妈接到村
里来同吃同住，由自己每天照顾。然
而她的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一个“馊
主意”，劝她干脆打申请回归家庭。
对此，刘骥说什么也不答应。

2018年 5月，老人跟着刘骥来
到村里。一开始，刘骥担心，照顾妈
妈工作会分心。可妈妈不但没有拖
累她，还成了一名“编外扶贫队员”。
看到女儿和其他队员经常误了饭点，
刘骥的妈妈便承担起照顾他们生活
的任务，在房前种上蔬菜，还养了一
群小鸡。顿顿有可口的饭菜，把工作

队员们乐坏了。
特火村海拔在2100米至3100

米之间，是个典型的山区彝族聚居
村，全村370户1499人中，当时精准
识别贫困户90户、432人。2017年
底，易地移民安置点建成，64户贫困
户喜迁新居。安置点有个“微田园”
项目，为家家房前屋后配套了一小块
地，供村民们种蔬菜或花草，但村民
们懒得去种。曾碧仙就一点点翻土、
撒种，种出了青菜、香菜、莴笋，路过
的村民看过之后都动心了，也陆续在
微田园里种上了蔬菜。不会种的，曾
碧仙就手把手地教。村民马海里布
在曾碧仙的帮助下，种了20亩青花

椒，甩掉了“穷帽子”。
群众从山上搬到山下，住上了好

房子，但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是刘骥
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她定期到村
民家中“检查卫生”，有时曾碧仙也跟
着去，娘俩动手帮村民叠被子、打扫
卫生。“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帮我们干
活，哪里还坐得住！”村民吉伍五各家
原先脏得很，如今成了村里的“卫生
标兵”。

刘骥不光把妈妈带到村里，
2019年6月，她的丈夫张凡在工作
中不慎摔伤，胸椎压缩性骨折、肺
挫伤。出院后，医生说要静养3个
月，刘骥便把他也接到村上来。村

民们开玩笑说：“刘书记一家易地
移民啦！”

刘骥说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妻
子、母亲和女儿，可在村民们心中，
她却是一个合格的扶贫干部。几年
来，她带领村干部和群众干成了不
少事：在产业方面，动员村民种植花
椒、核桃，养殖牲畜，如今村里建成
标准化羊圈10个、生猪代养场6个，
种植核桃 3000 亩；在基础设施方
面，安置点建成了文化广场、活动
室、公厕、安全饮水工程、污水处理
系统、集体厨房等；她还利用农民夜
校，为青壮劳动力培训技能，全村
380人外出务工，人均务工年收入3
万元左右。

两年驻村期满，刘骥没有回；
2017年底，特火村退出贫困村，她依
然不肯走。她说，“村里只要有一个
人不脱贫，我就不回去！”

如今的特火村，家家住上了好房
子，过上了好日子，幸福笑容洋溢在
脸上。为了防止返贫，刘骥经常入户
调研，动员村民做大做强花椒、核桃、
养殖产业。“我名字中有个‘骥’字，意
思是‘一匹马在田间地头一路前行
啊’。”刘骥说。

“这次真的要走了！”刘骥告诉记
者，凉山州农业农村局已确定了接替
自己的驻村第一书记。“我会永远牵
挂特火村的，祝愿特火村越来越好。”

本报通讯员 余娜 何勤华
本报记者 聂伟

带着妈妈驻村的“第一书记”

从2000年挑起青海省西宁市湟
中区共和镇苏尔吉村党支部书记重
担起，苏生成忙忙碌碌21载，在村里
完成了三件大事：兴修水利、硬化道
路、发展产业。

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017年当选十九大代表，2021年被
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生成说
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娃能够三次“进
京”，是党和群众赋予自己的荣誉。
在苏尔吉村村史馆放置了三个沙盘，
分别是苏尔吉村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苏生成说这个小山村是他的根，
结下了说不尽的情缘。

啃下硬骨头 办成三件事

置身苏尔吉村，房屋错落有致，
花坛内鲜花绽放，马路上不时有轿车
驶过……让人忘却自己身在山村。

“当了21年村干部，做了自己
满意的三件事，第一件是修水利，村
里实现了节水灌溉；第二件是修路，
全村硬化道路达20多公里；第三件
事是发展产业，从一个没有产业的
村发展成为蔬菜产业大村。”苏生成
说得云淡风轻，可每件事都是难啃
的硬骨头。

“3元钱，一个印。”苏生成接手
村书记时，交给他的只有这点东西。

“当时耕地浇不上水，就带领老百姓
到山上清理水渠，水渠倒毁是常有的
事。”苏生成回忆道，“一半人浇水，一
半人巡渠，水库里放一坝水，到地里
就只剩一股水。”

于是，苏生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制定最佳方

案，他曾经一个人往西山跑了十几
次，用脚丈量水渠线路，白天跑现场，
晚上绘图纸，经常工作到深夜。在上
级支持下，苏尔吉村争取到田间水利
配套项目，新修渠道6公里，解决了
庄稼浇水难的问题。

“传统的种植模式，村民们一年
忙到头赚不了多少钱，可能还会赔
钱。”经过调研，苏生成认为大规模发
展露地蔬菜是最好的选择。但乡亲
们祖祖辈辈没有种过蔬菜，怎能接受
这个“冒险”的想法？当年，苏生成自
掏腰包学习种菜技术，试种的3亩荷
兰豆卖了近5000元。“产业发展第一
年，村里每户党员试种2亩荷兰豆，
农户们看到了甜头，第二年纷纷跟着
种了起来。”苏生成说。

现在，苏尔吉村的蔬菜种植面积
连续多年超过2000亩，品种有生菜、
娃娃菜、油菜、西兰花等。村里建成
了2座500吨的冷库，250平方米的

蔬菜加工包装车间，1个育苗基地、1
座2000吨交易大棚，6处蔬菜直销
点，建成全省首家农村无公害蔬菜农
药残留监测站，注册了“苏尔吉牌”商
标，实现了蔬菜生产、包装、仓储、销
售一条龙。

为发挥苏尔吉村的示范效应，
2018年成立了蔬菜种植联盟党建示
范区，组建涵盖13个党支部的蔬菜联
盟中心党委，苏生成担任党委书记。
示范区种植蔬菜和药材超过1万亩，
实现了资源信息共享、生产要素互
补。“去年，在中心党委带动下，13个
村累计蔬菜产值超过4000万元。苏
尔吉村集体收入达到9万元，人均收
入达到10700元。”说到这里，一向谦
逊的苏生成眼里充满自豪，“村里蔬
菜种植大户胡延山去年种植蔬菜80
亩，产值达到40多万元。”

蔬菜种好了，运不出去可不行。
在区交通局的支持下，苏尔吉村所有

田间道路都进行了硬化。“柏油路上
跑汽车，观景台上看风景，农家乐里
庆盛世，家家传唱幸福歌”是苏尔吉
村民的幸福写照。

目标新愿景 踏上新征程

在苏尔吉村村史馆代表未来的
沙盘上，规划了居住区、民俗展示区、
蔬菜加工区、生产发展区、停车区等
多个功能区。“这是我们的远景目
标。”苏生成并不满足于现状，他要将
苏尔吉村建设成为家富、村美、人和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有限的耕地制约着苏尔吉村蔬菜
产业的发展，苏生成认为，突破瓶颈，
必须拓宽思路，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他带领村班子多方考察学习，瞄
准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新路子。依托
农耕文化，规划建成了观景平台、农
耕文化园、花圃等乡村旅游景点，修
建购物亭15处，硬化观光道路8.7公
里，建成“乡愁”主题农耕文化展示
馆，连续4年举办苏尔吉高原蔬菜采
摘节和农民丰收节，累计接待省内外
游客4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0
多万元，打响了乡村旅游品牌。

在苏尔吉村“移风易俗红黑榜”
上，婚事丧事简办、配合环境卫生整
治的村民上了红榜。苏尔吉村在全
省率先试行农家庭院卫生评比，设立
红黑榜，在相互评比中培植良好的村
风民风。

“为了第三个沙盘上的愿景早日
实现，我将牢记初心使命，以清零心
态，踏上新的赶考路，建功乡村振兴，
争取更大光荣。”苏生成说。贾泓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苏尔吉村书记苏生成

当村干部21年，做了3件自己满意的事

见到纪晓东时，他出院没几天，就
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作为江苏省无
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美湖社区的党总
支书记，10多年来他用实干和担当，把
美湖社区这个拆迁安置小区打造成为
幸福宜居的示范社区。

美湖社区成立于2011年，原蠡园
乡10个行政村的最后一批居民被安
置到这里。农民变成居民，社区工作
理念由管理向服务转型。纪晓东紧紧
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打造了“红袖
先锋”“红润老娘舅”“红爱帮帮团”等
10多个党建品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服务百姓群众。

在美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一
间“支部书记工作室”，这是一个由党
建工作经验丰富、示范带动作用突出
的支部书记领衔打造的工作平台，纪
晓东每个月在这里至少讲一次党课。

“从工作室挂牌的那一天起，我就时刻

提醒自己，要建强基层堡垒，将组织优
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纪晓东说。

“脑中有服务、心中有百姓”，美湖
社区有一个全科服务窗口，是社区推
出的便民窗口。以前民政、计生等条
线分别由专人负责，相关工作人员外
出时，其他条线工作人员无法代办，导
致办事居民白跑一趟。有了“全科服
务窗口”，居民无论办理什么事项，都
能顺利完成。而且针对辖区内行动不
便的人群，还开展上门帮办服务。

为了延伸服务链，纪晓东鼓励党员
干部下沉楼道一线，现场解决问题。社
区每个网格员负责联系300户到500
户居民，根据居民需要调整作息时间，
做到群众下班、干部上班，确保敲门有
人开，随时受理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社区还构建起智慧管理网，居民不出社
区、不出楼栋就可以看病，非常方便。

经纪晓东提议，社区“物业管理公

司”更名为“物业服务公司”，一字之差，
折射出理念之变。如今的美湖社区，绿
树随处可见，道路、楼道没有卫生死角，
物业费缴纳率超过95%。“从蠡园乡的
农民成为城里的居民，老百姓迅速认可
了我们的服务。”纪晓东深感自豪。

美湖社区有个志愿者孵化园，目
前已经孵化出1000多名志愿者。纪
晓东介绍说，孵化园是志愿者报名、培
训、交流和活动的重要阵地。

志愿服务“时间银行”是美湖社区
首创，每名志愿者都有一张“时间银行
储蓄卡”，志愿者刷卡上岗，累积的志
愿服务时间可以用来兑换物品。

在纪晓东带领下，美湖社区先后获
得了“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社区”“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全国和谐示范
社区”“全国敬老文明号”等7项“国字
号”荣誉。

本报通讯员 张红 段丽娟

江苏无锡美湖社区党总支书记纪晓东打造服务品牌

一个社区收获七项“国字号”荣誉

纪晓东近影。

“远看田有色，近闻花草香。”近
日，湖南株洲醴陵市孙家湾镇观前
村迷迭香基地迎来了大丰收，游客
们在田间尽情地观赏。

“迷迭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
‘香饽饽’。”观前村党委书记王礼资
介绍，前些年村里的土壤检测镉超
标，不适宜种植水稻，加上旱土缺
水，能发展什么产业？大家伙都犯
了难。“后来了解到这种土壤适宜种
植迷迭香，便引了进来，既帮助村民
增收，又可以改善环境。”

迷迭香是一种新型天然香料植
物，市场潜力大，一次栽植多年收
采，在观前村被誉为增收致富的“摇

钱树”。2019年，村里通过“公司+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运作模式，
发动全村农户共同种植迷迭香，目
前全村种植面积1500余亩，带动
38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2020年
参与务工的村民人均增收1.1万余
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

“没想到这些过去长在山上没
人要的杂草，竟然成了致富草。”观
前村村民张金平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下一步，观前村党委将继续发
动农户广泛种植，同时建设生产加
工车间，拉长迷迭香产业链，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

王清华 杨智

杂草成了“致富草”

扫描二维码，
看黄桃小视频

王
楠
为
牧
云
山
顶
代
言
。

扫描二维码，
看牧云山顶小
视频

苏
生
成
（
左
）
了
解
村
里
垃
圾
处
理
点
建

设
情
况
。

新
华
社
发

刘
骥
帮
妈
妈
测
血
糖(

资
料
图)

。

杨
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