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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市乡村振兴驻村工作推

进会召开。53支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8 支队伍的乡村振兴驻村帮扶计

划脱颖而出，获通报表扬。

绘制驻村帮扶蓝图，获表扬的 8

支工作队做对了什么？这些驻村帮扶

计划有何共性与差异？从中能得到哪

些启发？

针对一系列问题，记者进行了梳

理与解读。

●因地制宜，做大做强
特色产业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乡

村振兴的总要求。

对标总要求，新一轮市派驻村工

作队基于前期深入摸底，制定了从今

年至 2025年的驻村帮扶计划。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乡村

振兴的总要求里，“产业兴旺”排在

第一位。梳理获表扬的驻村帮扶计

划，记者发现，根据各驻点村的实际

情况，做强特色产业的部分着墨最

多，只是由于各村实际情况不同，产

业发展路径各异。

先看茶陵县腰潞镇潞理村，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30 万元，主要来

源为香芋与烤烟产业，以及林业。在

当地原有产业基础上，市派驻村工作

队计划延长产业链，探索产业升级。

比如香芋产业，市派驻村工作队

计划和村里打造香芋种植、存储、加

工及品牌推广产业链，拟将原香芋集

中堆放场棚改建为集冷藏和香芋产品

深加工的厂房，走香芋精深加工道

路。厂房建成后，预计将为村集体经

济增收 5 万元以上，增加就业岗位

200个。

醴陵市茶山镇东岗村，距离醴陵

城 区 仅 17 公 里 ， 初 步 形 成 建 筑 防

水、苗木花卉、生态种养为支柱的产

业格局，2022 年人均年收入超 4.3 万

元。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市派驻村

工作队和东岗村正在抢抓临近醴娄高

速茶山互通出口的全新发展机遇。

根据市派驻村工作队的帮扶计

划，东岗村拟争取项目资金，打造四

条生态农业线，修通四条连接线 （目

前已完成一条），把村里的平田片、

苏冲片、中心片、上东岗片，以“一

横四纵”的形式汇交于醴娄高速出

口。项目建成后，东岗村可借助交通

优势，梳理区域融资需求，促进内生

动力和引进外地投资，打造产业发展

新格局。

在攸县联星街道沙陵陂村，市派

驻村工作队则注重抱团搞产业。

该工作队的驻村帮扶计划写到，

沙陵陂村将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

近、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原则,与同属

联星街道的田富村、圳江村建立互帮

共助机制，围绕“红薯+”产业、油菜产

业构建“多村一体”的发展模式。

●注重党建，打造振兴
的“红色引擎”

党建，是 8 份获表扬的驻村帮扶

计划共同的关键词。以党建赋能，激

发振兴乡村的动力和活力，是它们另

一大共同点。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驻村帮扶计

划都有专门的党建内容，甚至精准到

发展多少名党员，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鲜血液”。

比如，在市派驻茶陵县火田镇卧

龙村工作队的帮扶计划提到，在两年

内计划培养发展 2 名年轻党员，完善

党员积分制度，整顿后进党员，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市派驻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工作

队的帮扶计划则明确，加快培养发展

青年党员、女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

构，计划两年内发展年轻党员 3 名，

培养建党积极分子 3名。

注重党建并非务虚，而是实打实

地为乡村振兴打造“红色引擎”，彰

显带头干的“领头雁”担当。

比如攸县联星街道沙陵陂村，虽

然村内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但村集体

经济薄弱，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

5 万元，累计负债 132 万元，党员老

龄化现象也比较严重，60岁以上党员

占 65%。

对此，市派驻村工作队计划，增

强村“两委”班子战斗力，强化党组

织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上的主导作用，

助推产业发展破局。

具体来说，成立以驻村第一书记

（市派驻村工作队长） 为组长、村党

总支部书记为副组长的乡村振兴工作

领导小组，把抓村集体经济作为“村

书记领办项目”，采取“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组织形式扎实推进。

油茶种植、红薯粉加工产业连片

发展方面，驻村帮扶计划明确，采取

党总支部书记抓统揽，逐个村组召开

产业动员会，通过流转土地给租金、

基地务工给薪金、入股分红给股金的

“三金”模式,切实壮大村集体经济，

增加村民收益,全方位调动村民生产

经营积极性。

●自我加压，敢于定下
“小目标”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

中，得乎其下。

敢不敢定高目标，关乎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在获表扬的驻村帮扶计划

里，有一种共同的气质，那就是锚定

高目标的自我加压。

比如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50.8万元，主要来

自官塘水库租赁费、精品杨梅树销售

和村集体入股的收入。

在此基础上，市派驻村工作队计

划定下目标：计划壮大原有的、油茶

林、精品果园、小龙虾养殖、药材种

植等产业，争取到 2024 年底村集体

收入超过 100万元。

如果成功实现目标，我市村集体

经济突破 100 万元的乡村，继茶陵县

卧龙村之后，将增添新成员。

别人在努力，卧龙村市派驻村工

作队也不甘落后。它曾获评“中国最

美乡村”等荣誉称号，2017年被国家

认定为 3A 景区，乡村旅游及农副产

品加工和种养殖产业有较好基础。经

过上一轮市派驻村工作队努力，2022

年村集体经济达 109万元。

在此基础上，新一轮市派驻村工

作队颇为豪迈，也打算“翻一番”：

到 2025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00 万

元，初步实现“产业强、百姓富、生

态美”。

值得一提的是，对吸引村民返乡

置业与驻村人口增长，市派驻卧龙村

工作队的帮扶计划都进行了明确：到

2025 年，返乡村民达到 20%；住村人

口由目前的 425人达到 2000人。

即便没有这两个村的条件，其余

驻点村工作队也根据实际情况，定下

了要垫垫脚、努努力才能实现的“小

目标”。

比如，市派驻石峰区井龙街道茅

太新村工作队计划，助力当地实现三

个目标：力争创建“全国文明村”；

夺牌“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2024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至少达到 60

万元。

在基础相对较差的攸县联星街道

沙陵陂村，市派驻村工作队也计划和

村里携手，力争创建“株洲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乃至“湖南省乡村振兴

示范村”。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期待这些市派驻村工作队描

绘的美好图景，最终化作乡村振兴壮

美画卷中的生动现实。

88份驻村帮扶计划获表扬份驻村帮扶计划获表扬

他们的目标很美很实他们的目标很美很实

帮扶计划获表扬的
8支市派驻村工作队

市派驻茶陵县腰潞潞理村工作队

驻茶陵县火田镇卧龙村工作队

驻茶陵县思聪街道清水村工作队

驻攸县联星街道沙陵陂村工作队

驻醴陵市茶山镇东岗村工作队

驻渌口区龙潭镇龙潭村工作队

驻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工作队

驻石峰区井龙街道茅太新村工作队

新闻链接

为玻璃椒销售
放声“吆喝”

讲述人：市派驻醴陵明月镇水口山村队长
沈宇龙

秋意渐浓，山里的早晨空气清新，成熟果实

的香味沁人心扉。

临近中秋、国庆节，村里的节日氛围也逐渐

“拉满”，村里的老人们开始打扫房屋，等待外出

的年轻人回家团聚。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几日，我和驻村队员、村

干部们分别走访慰问村里的贫困户，给他们送去

月饼、米面等物资，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

水口山村是醴陵西南部最偏远的一个山村。

这里崇山峻岭，满是岩石的山体高大，放眼望去，

村落周边青山环绕。

这里也是省级脱贫村，虽然经过脱贫攻坚

战，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但相比其他村来说，

水口山村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需要进一步完

善。

比如说用水。目前村里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

水，可是，因为是通过水泵直接从水库抽水，导致

村民饮用水水质不佳。尤其是，水泵容量太小，有

时候会出现用水紧张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联系了后盾帮扶单位，

争取了资金，在村里建了一个 400 立方米的蓄水

池，安装了过滤装置，经过过滤后的水再送到村

民家中，改善了村民用水质量。

此外，我们还在村里挖了一口 200 米深的水

井，以便极端天气出现时，供农田、土地灌溉使

用。

入村道路太窄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经

驻村工作队调研，入村道路只有 3.5 米宽，而村附

近有个采石场，经常有大卡车经过，频繁造成堵

车情况，给村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上个月，道路

改扩建的资金已到位，目前项目已启动建设。

说起水口山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说起

醴陵玻璃椒，估计大家都很熟悉。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让水口山村盛产醴陵

玻璃椒。《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玻璃椒是当地在

清末引进的牛角椒品种基础上选育而成，已有百

余年历史。上世纪 70 年代，醴陵被认定为湖南省

玻璃椒出口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 20多

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 3月，醴陵玻璃椒被农业部

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因为大力发展醴陵玻璃椒产业，水口山村走

上“产业扶贫”之路，在 2016年实现脱贫摘帽。

但是我们走访调研了解到，玻璃椒有“国字

号”名片，价格也逐年上涨，尤其是今年全镇玻璃

椒迎来大丰收，却现面临产品销售困难问题。

为此，我们放声“吆喝”，联系了后盾单位，通

过各种渠道帮助农户促销。但是要解决辣椒长期

的销售问题，还需要打通多种销售渠道，比如让

产品进超市、搭上电商“快车”。目前，我们正在积

极开展对接。

红辣椒种出红火日子，产业振兴映红增收

路。今年，在现有的传统种植养殖基础上，我们开

始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依托村合作社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醴陵玻璃椒、大棚蔬果种植，鼓励带

动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打造一批具有当地特色

的家庭农场、旅游民宿、产品加工、特色养殖等小

微项目，增强村经济的“造血能力”，进一步助力

村民增产、增收。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整理）

这个村吸引了
数百外省务工者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9月 27日，醴陵市白兔潭镇汆溪村。

金灿灿的稻田里，皮肤黝黑的张申年熟练地操

作着收割机，伴着机械轰鸣收割稻谷。他是朴实的农

民，也是汆溪村的党总支书记。

从 2007 年担任“村书记”算起，张申年已经干了

16 年。村民们都说，从泥巴路到水泥路，再到柏油路，

是这位“老书记”带着大家伙干出了新局面。

●引导产业发展，他带领村民一起富
汆溪村位于醴陵东部，东北与浏阳大瑶镇毗邻，

东南与江西萍乡上栗接壤，是串联两省三县的通衢

之地。同时，它也是我国第一个亩产过吨粮的行政

村，是粮食生产的“排头兵”。

回乡接过“村书记”的重担之前，张申年在外干

工程，也积累了一些家底。之所以愿意接受组织安

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村里发展确实滞后，村集

体经济较为薄弱。

“2007 年那会，进村的路还是泥巴路，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脚泥。”张申年回忆。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的田心村发展不错，还

装上了扩音喇叭，让村民看着羡慕又焦心。张申年

“新官上任”不久，连着两次开党员代表大会都被人

拍桌子指着问：“隔壁村的喇叭都吹到脸上了，你们

村干部怎么当的，干成了什么？”

张申年也憋着一股劲，立志“让村里变一个样”。

要致富，先修路。头一件事，张申年反复召开党

员与村民代表大会，号召大家筹资把进村的泥巴路

改建为水泥路，并带头出资 10万元。筹集到 20万元建

设资金后，他又自己垫了上百万元用于修路。

水泥路一修，张申年也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之

后，他又带着大伙修建新村部、整合农田推动“小田

变大田”、整治人居环境，打造商贸街等。

“这些年，他带着我们干，让村里的面貌焕然一

新。”70多岁的村民黄升富说起张申年，直竖大拇指。

扶持产业，张申年为当地花炮公司排忧解难，帮

助其破解用地等困难，渡过从小作坊式生产向现代

化企业经营的难关。同时，发挥村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带头流转土地种水稻、搞甲鱼养殖。

在张申年积极推动下，村里牵头成立了环宇合

作社，打造村级两朵金花“油葵+油菜”种植为主导的

生产加工基地。村集体投入 300 万元兴建厂房、购置

设备，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和品牌，形成从生产、收割、

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如今，汆溪村不仅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还吸

引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数百人前来务工。2022 年，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8万元。

●发力乡村治理，他打造了“和美汆溪”
今年“村 BA”爆火出圈，而在汆溪村，由村里承办

的篮球联赛曾连续举办 7 年。多年以前，村里就筹集

资金建设了标准化的篮球场，而且每年都会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在张申年看来，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振兴的培

“根”与铸“魂”，“一个和美宜居的乡村，是需要内外

兼修的。”

为了推广文明生活方式，张申年和村“两委”班

子成员多次下户收集民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不断

修改完善汆溪《村规民约》，让它成为乡风文明的重

要抓手。

与此同时，张申年在考察学习娄底市新化县油

溪桥村的积分制管理经验后，结合汆溪村的实际进

行完善，形成了与《村规民约》以及产业分红挂钩的

积分制管理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

“九九重阳餐叙会”“文化团圆饭”等，也是张申

年推行的文化活动。每年重阳节，村里将老年人聚到

一起，免费请他们吃饭，还会根据年龄发放相应金额

的红包，让村上的老年人感受到了村集体的温暖。

黄升富还介绍，村里还给村民减免医保，去年每

人减免了 30 元，“听说今年标准提高了，每人减免 50

元，这是实打实的福利。”

在张申年的推动下，汆溪村实现 18年来“0上访”

“0纠纷”，并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我的驻村日记

驻村工作队中秋节慰问村民。受访者供图

张申年在油菜地里查看油菜长势。受访者供图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谋振兴，市派驻村工作队助推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图为茶陵县秩堂花海。（资料图 谭浩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