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7日，刚从北京接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表彰回来，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朱口镇王坑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卢远由就来到青梅基地，和村民
一起种植新苗。

“青梅基地6000亩，麻面南瓜要扩大到200多
亩……”这一个个不能等的项目，让卢远由忙得“连
轴转”。

2018年，卢远由当选王坑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
王坑村是朱口镇有名的“后进村”，因为环境脏乱差，村
党组织被扣上了软弱涣散的帽子，卢远由上任后的第
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两顶‘帽子’摘了！”

说干就干，他先从整治脏乱差做起。通过召集
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收集意见和建议，组建了
保洁队、巡逻队、劝导队和考评组，村“两委”干部、党
员、老年人、清洁员都纳入了卫生管护队伍，村容村
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原来村道两边丛生的杂草被清
除了，房前屋后随意堆放的柴火和杂物不见了，“大
家的环境意识强了，有的负责劝导，有的负责监督。”
劝导队成员廖达诚深有感触地说。

在卢远由眼里，人居环境是“面子”，村集体经济
和老百姓腰包是实在的“里子”，要鼓起腰包，就要发
展产业。

王坑村土地富硒，种植的小籽花生、黑籽花生口
味独特、营养好，但由于农户分散种植，没有形成规
模。为了将特色农副产品打造成品牌，卢远由费了
一番功夫，他在帮扶干部的指导下，成立了朱口镇碧
丰岩专业合作社，采取“党建+种养+订单”模式，吸
引80余农户、贫困户以资金、土地等方式入股，成功
盘活了1300亩闲置农田和荒山。

如今，王坑村的黑籽花生、小籽花生名声在外，

每到8月花生成熟时供不应求。富硒花生打出名气后，
卢远由把目光转向麻面南瓜，一开始，村民对种这个

“大疙瘩”能赚钱将信将疑，卢远由就自己先试种。“能
挣钱群众自然会跟着种！”2020年，在种植成功后，卢
远由带领合作社种植了150亩，平均亩产达到5000多
斤，还没采摘便被客户预定了一万斤。“去年麻面南瓜
每亩收入超过了6000元，今年将发动有劳动能力的老
人一起来种，扩大种植规模。”

村里连片的荷塘，也成了卢远由眼中的经济增长
点。去年，村“两委”在荷花塘里铺设了一条简易栈道，
搭建了观赏亭，放养了鱼苗，一到盛夏，连片的荷塘美
不胜收，周末和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300人，游客的到
来带动了农副产品的销售，村集体收入也跟着水涨船
高。2020年王坑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王坑村的蝶变，在外的游子看得见。卢远由透露，
今年春节期间，两位在福州和厦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向他表达了回乡创业的想法。卢远由计划今年着手实
施“乡愁王坑”系列项目，向乡贤募捐建一座门楼，没想
到3天时间就收到120万捐款。

“三年多的付出有了回报，乡亲们的心已经聚到村
庄发展上来了。”卢远由信心满满地说：“有了老百姓的
热情参与，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本报通讯员 严序渊 本报记者 林华维

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江西省鄱
阳县谢家滩镇三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东
海心情难以平静，和同事们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场景
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

“三潼村是移民村，情况复杂，之前我们工作重
心在维稳，接下来的发展就靠你带头了。”2011年陈
东海上任时，老支书的这番话让他感到了肩上沉甸
甸的担子。全村1950户、8541人，光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有324户1325人。

上任后，陈东海召开了一次群众座谈会，村民们
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有的说，“家里遭
灾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有的说，“书记，我要当贫困
户。”也有的说，“书记，我要吃低保，扶贫怎么还不发
钱？”……扶贫必先扶志，陈东海拿定了主意。

“扶贫扶志，党员带头。”贫困户江水发的妻子卧
病在床，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陈东海主动上门了解情
况，帮助寻医送药，跑到上百公里外帮忙报销医疗
费。妻子渡过危险期后，江水发逐渐振作起来，对陈
东海说：“你们这么用心帮我们，我要站起来做点
事！”随后，村里构建了脱贫信息网络，及时调整贫困
户信息，为精准帮扶、精准施策提供信息保障。

群众穷，穷在没有产业。陈东海带领村“两委”
班子，确定了以菊花产业为支柱，电子加工产业为补
充的发展方案。没想到，方案刚出来，就来了“风凉

话”：“穷窝窝没前途，花钱打水漂！”陈东海只好苦口
婆心地跟群众解释，“没有产业就没有活力，只有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产业才能兴旺起来。”经过不
懈努力，三潼村终于培育出华荣电器和建平电子等
一批电子加工企业，年产值超千万，吸纳了近千名劳
动力就业。

为培植毛山皇菊产业，陈东海四处奔走，依托

种植专业合作社，与省农科院开展“产学研”合作，建
立起菊花种植试验基地，提高了种植水平和产品质
量，每户贫困户年增收超过1000元，2018年三潼村
脱贫出列，2020年村集体经济在全县率先突破50万
元，村民人均纯收入万元以上。

2020年春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陈
东海从除夕夜起开始了近两个月的“离家生活”，即使
值勤卡点离家只有几公里，但他始终坚守在一线，默默
守护着全村2347户村民的健康。2020年夏天，面对
肆虐的洪灾，陈东海组建了党员干部抢险队，连夜冒着
倾盆大雨一户户敲开低洼地区群众的大门，以最快速
度转移安置群众63户。

“群众的口碑，是党员干部干出来的。”三潼村在陈
东海的带领下，发生了美丽蝶变，先后争取了1000多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硬化主干道5000米、次干道
18000米，打开了特色农产品的出村通道；村民喝上了
安全饮用水，绿化种树2000棵，安装路灯600余盏，新
建下水道1100米，修建10余座卫生公厕……错落有
致的民居、干净整洁的村道、迎风摇曳的绿植，如今，漫
步在三潼村仿佛置身于鲜亮灵动的画卷中。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了，村民们劝陈东海“歇一歇”，
可他总是摆摆手，“乡村振兴还有更多事情要做。”如
今，陈东海又带领三潼村村民阔步走在乡村振兴康庄
大道上。 本报通讯员 邹耿 韩翔 汪健

江西省鄱阳县三潼村村书记陈东海：

经历“下马威”，拿定扶贫主意

家家盖起了宽敞明亮的红砖瓦房，户户用上了
清澈的自来水，平整笔直的水泥路通到家门口……
6年间，原本被贫穷困扰的宁夏吴忠市同心县预旺
镇贺塬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一切的背后，
离不开“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驻村第一书记丁
海燕。

丁海燕今年56岁，是宁夏吴忠市水务局工会主
席。2015年，她来到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地带的贺塬
村担任第一书记。到村第一天，她入户走访了8户
农家，一圈跑下来，让她揪心的是，脚下没有路，眼中
不见绿；屋里不生火，柜中无细粮；一袋土豆吃一冬，
村民住的多是危房。丁海燕心里“压力山大”：怎样
才能让全村人脱贫致富？

贺塬村是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全村223户，稍有门路的都搬走了，留下的村民不少
是老弱病残，缺乏劳动能力的。最让村民犯愁的是
缺水，他们必须到13公里外的河里拉水。

要想富，先修路。丁海燕先向“娘家”吴忠市水务
局筹措了14万元，与村民一起苦干2个月，终于修通

了一条出村砂石路。通路的时候，村民们奔走相告：
“这位女干部，能干事。”2017年，丁海燕又协调吴忠市
交通局，投资45万元新建了一座拱水桥，彻底解决了
出行难题。接着，她又多方沟通，促成饮水工程项目落
地，实现了村民期盼多年的户户通自来水的梦想。

丁海燕始终把老弱妇孺放在心上，她个人就捐
赠了8000多元资助残疾家庭的孩子。她喜欢孩子，
村里的孩子也很喜欢她，她入户走访，孩子们都舍不
得她离开。

产业发展是脱贫致富的希望所在。她大力倡导
村民种植苦荞、红葱和小杂粮，现在全村户均种植小
杂粮40亩、红葱10亩，人均年增收4000元。经她
积极推进，村里新建31座标准化圈棚，新增牛羊养
殖2000多头。

从此，贺塬村有了稳定的脱贫项目，家家有了脱
贫产业，4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留任第一
书记后，她创建了“扶贫庭院”模式，只要村民在种
植、养殖、编织、劳务输出等方面满足相应条件，就被
选为“扶贫庭院”。这两年，全村共打造“扶贫庭院”

39家，其中手工编织业15户，养殖业24户。
“多亏了丁书记，没想到我这把年纪还能过上现在

的好日子。”70岁的村民老黑高兴地说。
本报通讯员 岳宝华

宁夏同心县贺塬村第一书记丁海燕:

修路引水兴产业，样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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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致敬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福建省泰宁县王坑村村书记、主任卢远由：

让村民有“面子”也有“里子”
这是一个为乡村量身定制的服务平台，用于推介当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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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乡村代言我为乡村代言

主持人主持人：：车车 婧婧

扫描二维码，
看“别墅鸡”小视频

扫描二维码，
看张汝强为鲜桃代言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走进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阎各庄
镇艾庄村的鲜桃温室内，在墨绿枝叶的掩映下，一个个鲜嫩欲
滴的毛桃挂满枝头，红扑扑的惹人爱，静候着丰收的到来。

艾庄村是设施桃专业村，每年都会给桃农们带来丰厚
的效益，鲜桃种植成为农民致富的
主要途径。由于土壤、气候适宜，
再加上使用大量的有机肥，鲜桃全
部采用套袋，桃子个大、色泽鲜艳、
口感好、甜度高，特别畅销。鲜桃
满枝迎丰收，艾庄人伸出热情的双
手，期盼着您的到来。

（甄晓超 供稿）

鸡也能住“别墅”？新鲜吧！这是湖北省嘉鱼县林下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亮，尝试摸索的绿色养殖方式，于2019
年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鸡住的“别墅”，就是一种新型鸡笼鸡舍，很袖珍，占地约
3平方米；鸡舍底板悬空，便于鸡粪收集；可拆装、可搬运，便
于移动，轻松实现“轮牧”。果园、农庄、荒地等都可以养殖。

由于投入成本小、占地面积小，
这一养殖方式为当地很多养殖大户
接受。“别墅鸡”休息时住“别墅”，活
动时在果园、农庄、荒地自由撒欢，
只吃五谷，自然觅食，鸡肉健康鲜
嫩，鸡蛋生态新鲜。在淘宝里搜索

“林珍品”店铺，不妨试买试吃一下。

绿色养殖 鸡住“别墅”
代言人：湖北省嘉鱼县高铁岭镇扶贫办主任 龙辉
微信：17707158998（张亮）

鲜桃满枝 期盼你来
代言人：河北省乐亭县阎各庄镇艾庄村村书记、主任

张汝强
电话：18831502678

3月13日，在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依提木孔乡博斯坦村驻
村3年后，第一书记艾尔肯·吐尔孙圆满完成驻村任务，返回派
驻单位，村民含泪相送。

送行的村民中，有的送上亲手缝制的十字绣和手帕，光送的
锦旗就有7人。72岁高龄的吾舒尔麦提·努尔麦提拄着拐杖前
来，他给艾尔肯·吐尔孙送上“小花帽”，再三说，“千万要回来看
看，我们会想念你的。”

村民的不舍，缘于艾尔肯·吐尔孙的付出。3年来，他带领
村民与贫困死磕，谱写了“干群同心、攻克贫困”的乐章。

2018年，艾尔肯·吐尔孙带领村民将村内废弃的菜窖改
建成家禽养殖合作社；将百余亩荒地种上了苜蓿；联系叶城
县电商公司，开办村里第一个惠民超市；联合村民共同开发

“十小店铺”，门面商铺增加到23间。当年，这个深度贫困村
就脱贫摘帽。

2019年，艾尔肯·吐尔孙又带领村民实施土地流转，全村
2084亩土地、56座设施大棚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当年，合作社
为每户带来了5423元的纯收入，并安置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就业。

2020年，通过扩大土地流转，全村种植万寿菊1280亩，亩
均收入2500元以上。此外，玫瑰花、藿香、苜蓿，各项特色种植
项目遍地开花。当年，村集体收入21.3万元，贫困户人均年收
入增加到13658元。

去年，村里的3个合作社都有了不错的收益，美丽自然
种植合作社年产值980万元，润民养殖合作社年产值122万
元，红樱桃手工艺合作社年产值6.4 万元。三年的时间，村
里柏油马路四通八达，4G网络覆盖全村，很多人家添置了
小轿车。

接任该村第一书记的黄玉金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群众的依依不舍，是对驻村干部最真实的褒奖。我将接过接
力棒，全力以赴帮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本报通讯员 高 升

难舍第一书记

张亮和他身后的鸡张亮和他身后的鸡““别墅别墅””

张汝强入户了解鲜桃销售情况

卢远由和村民一起捕鱼。

陈东海（右）洪水中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资料图）。

丁海燕丁海燕（（右右））帮村民喂羊帮村民喂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腊乡万亩樱花园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黄腊乡万亩樱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