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和美百姓乐

这段时间，看到进村道路改造、爱心助老食堂、养老便
利店等项目陆续启动，村庄面貌一天天改变，宁海桑洲镇里
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农指员张功井难掩兴奋。日夜努力换来
村庄变化、村民信任，让他对驻村工作多了勇毅笃行的决
心。

里山村户籍人口上千人，但常住的仅 131 人，且以老人
为主，属于典型的高山“空心村”。

“里山村存在的关键问题是村庄规划无序，缺乏顶层设
计。”经过深入走访，张功井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心动不如行动，他迅速制定了两年行动计划，邀请派驻
单位宁波文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产业投资公司、甬旅
文化等单位的一批专家进村，为村庄发展出“点子”。

半年来，他和村干部一起，积极落实帮扶资金，筹集资
金近百万元，村庄发展规划编制及配套项目建设如期启动。

“村庄发展规划的调整、村容村貌的提升，既要考虑高
标准农田建设、道路改造，还得与村民的意愿相契合，才能
产生合力。我们的方案不知道改了多少次。”站在村口，张
功井感慨地说，希望离开的村民能“经常回来”，在回味

“乡愁”中能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着眼美丽乡村打造，我市以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

衡一体发展为起点，从政府引导向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
与转变，推动公共服务不断向乡村延伸，实现城乡联动发
展。广大农指员积极奔走，引进项目、落实资金，推动工程
建设。一些面貌落后的山村悄然发生变化。环境变美了，游
客进来了，村民的笑容多了。

孙桂军是市农业农村局派驻鄞州区塘溪镇前溪头村的农
指员。他根据前溪头村未来乡村建设需要，着眼“杜氏后
裔，乐居花溪”目标，指导前溪头村同步推进风貌、文化、
邻里等场景建设。眼下，前溪头村廊桥景观工程、溪坑两边
游步道工程、休闲广场和金宇山公园等项目顺利实施，村庄
变得越来越美。

道成岙村位于鄞州区横溪镇最南端，村民 2122 人，其
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 46%，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越来越凸
显。市疾控中心派驻道成岙村的农指员张垒驻村以来，改善
村卫生室软硬件，打造配套齐全的“智能化输液小屋”，积
极推进“新时代健康乡村”建设。

“90 后”农指员李金成的到来，给奉化大堰镇后畈这个
偏远的小山村带来了活力。

在他的牵线搭桥下，土豆丰收节、酵素西瓜研学、水蜜
桃采摘体验、田园集市、缸瓦艺术体验等十余场活动在短短
几个月里相继举办。

在土豆地里，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当地村民，
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感受丰收的喜悦；在缸瓦艺术体验
中心，游人发挥创意，释放压力，感受艺术创作的乐趣。最
为推崇的是“后小畈心灵疗愈之旅”课程，结合农耕体验、
艺术创作、自然探索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参与者通过各种
活动，感受乡野魅力，实现身心的放松和疗愈。

后畈村党支部书记董汉善说，李金成推进网络化、信息
化建设，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增强了乡村旅游吸引力。

与城市相比，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短板”。
强村富民，首先要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从优化乡村人居环
境入手，广大农指员积极投身村庄环境整治，一些村庄正在
向洁化、美化、艺术化转变，人居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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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期5天的2024年度“农指优选”惠民共富展销活动拉开序幕。市、区（县、市）两级农村工作指导员带着243种农产品前来参展。
据了解，现场展销的有象山“红美人”柑橘、奉化芋艿头等蔬果，有黑猪、黄鱼、鲳鱼等肉类和海鲜，也有灰汁团、千层饼、乌米饭等特色小

吃。此外，樱花香薰、竹蝉木蛙等文创产品也同台亮相。
“很多农产品凝聚着农指员为派驻村开辟增收致富门路的心血，也是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一线努力工作的见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表示，

举办“农指优选”惠民共富展销活动，旨在进一步发挥农指员“富民强村服务员”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是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实施20周年。今年初，我市第十四批共2151名农指员接过“接力棒”，奔赴基层一线。
广大农指员把汗水洒在希望的田野上，以造福一方百姓为己任，帮助村民办实事解难题，落地农村发展项目，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在强村富民

道路上做出了实绩。

陈英建 （右一） 向其他农指员传授象贝母种植技术。

精准施策兴产业

“我来村里当农指员，大家希望我做点啥？”舒蕾是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派驻奉化萧王庙街道棠岙村的农指员，
今年 1 月报到后，她吃住在村里，了解村干部和村民的需
求。

棠岙村位于大雷山之麓，群山环抱。村里拥有上万亩毛
竹林，油焖笋、水蜜桃等农副产品种类多，却没有稳定的市
场和销路，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靠山吃山”，如何“吃”出新花头？舒蕾苦苦思索。
她联合几家媒体举办奉化农产品特色走播活动，变传统

的坐着卖为走着讲，生动展示山货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
展示宁波地方美食的独特魅力。

线上开卖了，线下也不能停。舒蕾积极寻找展销卖货的
路子。5 月份，宁波创业集市推出甬舟一体化专场，棠岙山
货也跟着走出宁波。她还依托共富工坊对棠岙山货进行统一
收购并打出“江阿婆”品牌，实施统一营销。

“我们的油焖笋卖到新疆去了！”在村共富工坊，村民江
杏飞欣喜地说，增收有新路径，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今年以来，舒蕾依托共富工坊，已帮助农户销售油焖
笋、水蜜桃等 50 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农指员派驻的大多是经济
薄弱村。让村集体经济富起来、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是
农指员扎根乡村的一项重要使命。在新时代，如何利用新手
段、新模式、新技术，为乡村产业赋能，成为广大农指员面
临的新课题。

彭智昀是市口岸办派驻宁海大佳何镇团联村的农指员。
他敏锐地捕捉到乡村的独特韵味，将废旧老宅、闲置土地巧
妙转化为现代乡村创客的孵化摇篮。一方面，邀请高校专家
团队入驻村庄，进行艺术点缀；另一方面，尝试把非遗、传
统美食等元素深度融合，打造一个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于
一体的新型乡村空间——南阳福园。

新业态、新模式，激发了村庄的内生动力，也让村民在
“家门口”就享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78 岁的阿婆刘素
浓开办“阿婆面馆”，让游客体验儿时的味道。短短几个
月，阿婆已经卖出了 800 余碗面。村民王小荣擅长传统手工
艺葫芦烙画，平时拿到集市售卖。彭智昀牵线为其搭建了一
个平台，既让她拥有了一个工作室，又能展示葫芦烙画手工
艺，进而丰富南阳福园的文化底蕴。如今，南阳福园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投入运营以来，已接待游客 3 万余人
次，实现营业收入 60 万余元。

帮助低收入农户增收是农指员驻村帮扶的又一项任务。
这就要求农指员在深入调研、摸清帮扶底数的基础上，找准
方向，因地制宜，做到因村因户施策，为低收入农户找到走
出困境的“钥匙”。

象山片组 4 名农指员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展“资源共
享、产业共推、驻村共富”活动。他们牵头组织实施象贝母
党员干部结对帮带共富增收项目，共计投入资金 95 万元，
带动 99 户低收入农户种植象贝母。

据了解，该项目确保低收入农户每年获得不少于 6%的
保底收益，整个项目收益八成归村集体，两成平分给低收入
农户，项目实施周期为 5 年。

“通过政府扶持、单位帮扶、农民参与、产销对接方
式，实现村集体经济和低收入农户双增收的目标。”市公安
局派驻象山县小白岩村农指员陈英建说。

今年驻村以来，广大农指员结合农业农村发展实际，为
我市集体经济薄弱村产业发展闯出了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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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帮扶聚合力

发挥市属国企、高校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以
农指员驻村帮扶为纽带，开展校村联建、组团帮扶，
这是宁波推进农村工作指导员工作的有益探索。

在第十四批市派农指员中，有 13 人来自宁波大
学、浙江万里学院、宁波财经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 12 所在甬高校，
他们倡议组建“乡村振兴高校联合体”，其主要任务
是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服务、培养培训人才、开展乡
村振兴实践、搭建成果转化平台。

“乡村振兴高校联合体”还设立秘书处及党建人
才、消费帮扶、艺术赋能、大学生赋能等工作小组，
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黄避岙乡送去专家指导养殖
技术、浙江万里学院为高塘岛乡开发农产品深加工技
术、宁波财经学院为东钱湖镇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宁
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梁弄镇引进农作物新品种
等，成为在甬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成立“国企助农帮扶团”，宁
波开投集团、宁波交投集团、宁波农商发展集团等 9 家
市属国企，围绕助农项目推进、农特产品促销、农产品
基地建设等，开展组团帮扶，打造国企助农特色品牌。

今年，来自国资国企系统的 12 名农指员用心用
情，扛起乡村振兴的国企担当，点亮村民共富路，形
成了国企助农帮扶新模式。半年来，累计为派驻村争
取帮扶资金 359 万元，助力村民增收超过百万元。

在帮扶过程中，农指员积极推进融合项目，做好
统筹协调的大文章。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和宁波农商
发展集团通过“联镇街入村社”活动为奉化带来了万
亩方项目和动车共富驿站项目，今年“五一”营业以
来，已吸引游客 12 万余人次，万亩良田成为网红景
点。宁波城投集团、宁波人才发展集团、宁波文旅会
展集团利用帮扶资金打造“党建田园”风景点，建设
微型消防站、乡村道路、高标准农田等配套设施，有
效破解了乡村旅游发展中遇到的基础设施薄弱难题。

服务助农，助推人文乡村发展。农指员将市属国企
文化资源凝聚起来，以文惠民、以文兴业、以文润村，加
快人文乡村建设。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宁波开投集团
组建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水设施维修、家电维修和

“惠民义诊”志愿服务活动，受到村民的欢迎。

舒蕾在直播带货。

张功井 （中） 同村干部商讨村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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