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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 863 口人 91 个姓，宗族关系复

杂，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村的老人自

我发展能力不强，特别是有些村民对我这

个县上来的女干部根本不看好，认为我只

是来走走过场……”11 月 9 日，太白县鹦

鸽镇六家村第一书记李蓉斐笑着说：“三

年来，我逐渐改变了村民的看法，只要能

让大家伙的日子越过越好，我的工作就没

白干。”

责任在肩勇担当
2016 年 2 月，经组织和单位选派，李

蓉斐到鹦鸽镇六家村任第一书记。作为一

名女同志，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多、

村民矛盾纠纷多的六家村开展工作，她感

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沉甸甸的责任。六家

村是个移民村，外来人口多，全村 263 户

863 口人。走访过程中，有些群众对李蓉斐

这个县上来的女干部根本不看好，认为她

是来“镀金”的，顶多走走过场罢了。

面对群众的质疑，李蓉斐下定决心，

要勇挑重担，当好这个第一书记。她给自

己定下了“勤走访摸实情、干实事暖民心”

的工作思路，住在村委会，扑下身子全身心

投入。李蓉斐走家串户，与村民拉家常，用

3 周时间走访完 68 户贫困家庭、致富能手

等，把村情民意摸得一清二楚，真正了解了

群众的所需所盼。

要为群众办实事
随着和村民交流的增多，慢慢地，村

民们发现，李蓉斐对待群众情真意切，还真

不是走走过场，对她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李

蓉斐趁热打铁，与村干部一起，针对每户贫

困户的实际情况，理思路、谋产业。   

为了培育支柱产业在村上落地生根，

李蓉斐与镇村干部积极协调解决土地流

转问题，引进海升集团在六家村建成 230

亩草莓育苗基地。该基地自 2016 年

建成至今，每年可吸纳本村 40 余

名群众就近务工，群众每月务工

收入在 700 元至 2000 元。

驻村三年来，李蓉斐为

村上办了一串串实事：争

取到 13 万元专项资金，

新修 30 吨蓄水沉淀池一

座，解决了群众安全用

水问题；建起了村级广

播室，让村民在田间地

头就能了解国家大事；

为 37 户低收入家庭发

放鸡苗 1000 只，鼓励他

们发展家庭散养土鸡产

业；为村自乐班添置音

响器材等设备，组织他们

以宣传党建促脱贫内容为

题材，自编自演秦腔唱段，

激发群众脱贫致富信心……

担任第一书记以来，李蓉

斐已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子加班熬

夜，多少个周末不能回家看看父母、

陪陪孩子，但听到群众对她的认可、看

到贫困户的生活越来越好、村上的扶贫产业

渐成规模时，李蓉斐觉得，这些付出值了。

                 （孙海 邢玉霞） 

本报讯 “这套新房子，我只掏了不到 1 万元！”日

前，陈仓区坪头镇林光村贫困户年保财和其他 7 户搬

迁户一起，高高兴兴地领到了位于陈仓区陈仓大道一

小区的新房钥匙。

林光村地处大山深处，现有 337 户 1050 人，其中

贫困户 40 户 94 人，村民们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早成

了危房。因自然条件限制，山里种不了粮食，村民靠卖

核桃、毛栗子等山货过日子，一年挣的钱还没有城里人

一个月的工资高。市食药监局驻林光村第一书记郭录

平告诉记者，易地搬迁是这些人摆脱贫困的最好选择，

今年计划脱贫的 14 户中，8 户要进行易地搬迁。

据了解，按照国家政策，贫困户入住搬迁房，每户

自筹资金最高不超过 1 万元。虽然政策很好，但是最初

贫困户的积极性并不高。一方面他们都缺少装修费用；

另一方面担心搬出去后的就业问题。针对大家的顾虑，

村上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联系陈仓区胡店信用社为

贫困户办理贴息贷款。同时，村上成立了农村互助资金

协会，贫困户每户还可以申请贷款资助 5000 元。另外，

村上与搬迁地协调，鼓励村民就近打工，自行创业还给

发放 1 万元补贴。这一系列措施，解决了贫困户的后顾

之忧。前不久，8 户贫困户喜领新房钥匙。贫困户年保

财家三口人，按政策交了 7500 元，分了一套 59.9 平方

米的房子，最近正在抓紧装修。年保财养了 40 只羊和

一些蜂，今年靠这两项的政策性补贴就领到了7000元。

前段时间，他的羊卖了 5.5 万元。“我今年不光脱贫了，

还有新房住了，这在以前真是不敢想啊！”年保财说。

                 本报记者 王玲

本报讯 “这‘黑蛋蛋’看上去不起眼，

却是咱的‘钱串串’，今后，咱村脱贫就指望

它啦！”11 月 9 日，当眉县汤峪镇楼观塬

村几个贫困户谈起种乌药的好处时，个个

脸上笑开了花。

驱车从楼观塬村往秦岭腹地攀爬约 3

公里，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大片深蓝色

的花朵。“这就是乌药开的花，十分好看。

乌药的块根长在土里，呈纺锤状，成熟后为

黑色，是一种补药，很值钱。”镇上扶贫干部

杨永兵介绍，这片乌药是村上合作社种的，

常年在合作社务工的贫困户有 40 多人，每

人除了务工工资以外，年底还有分红。在这

些务工人员中，姜亚军一家最典型了，姜亚

军 30 多岁，他和父亲都是残疾人，母亲患

有疾病，2015 年被列为贫困户。2017 年，

合作社种了 80 亩乌药，今年收获 3 万多

斤，产值约 30 万元。杨永兵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像姜亚军这样，每月务工可领到千余

元工资，还有年底分红，光乌药一项，全村

贫困户今年务工、分红总收入可达 50 余万

元，这还不包括园里其他十几种、700 多

亩药材的收入。

“刚开始贫困户还不太理解为啥要种

乌药，现在才发现乌药这‘黑蛋蛋’就是‘钱

串串’，有了药材这一产业，全村脱贫就不

愁啦！”镇上帮扶干部笑着说。
本报记者 卢志平

奋力争先脱贫攻坚

扶贫一线的共产党员

进行时脱贫致富

江国平是广东省粤北山区某乡镇
党委书记，最近他碰到一件挺苦恼的
事：一方面，他想帮当地 55 户还处于
贫困线下的群众入股一家农业公司，
希望以此为他们增加一块稳定的收
入；另一方面，这家公司面对着他好
不容易筹措来的 30 多万元股金，却丝
毫不以为意。为什么这 55 户群众没能
实现“入股增收”呢？

因为处于“生态功能核心区”，
江国平所在的地区搞农业产业化，只
能走无污染发展的路子，做好现代生
态农业的文章便成了首选。生态农业
的投资成本可不低，而且企业会有一
些基本的投资条件，比如土地需要连
片成块，耕作的环境最好是引水渠、
机耕路等设施一应俱全，雇用来的农
业工人需要技术熟练、身强力壮的等
等。而江国平好不容易凑起来的 30
多万元股金，与涉农公司一出手就是
好几百万元的投资相比，更多的只有
“象征意义”。

引导发展与吸引投资，实现政府
设想与满足资本获益，想实现双赢显
然是需要精打细算、深思熟虑的。在
股本太低这个问题上，“村集体”作为
增收主体能发挥多少作用，就十分关
键了。

同样是面对农民所承包土地分散
零碎、低质低效、难以规模经营的问
题，有的地方以村集体作为主体，整
合集纳不同部门涉农资金，与农业企
业进行股份合作。据一些企业负责人
介绍，村集体进入之后可以大大提升
土地“双整”、土地流转的效率，带来
的经营之便、发展之利，也会随之源源不断，“相当于带
来了更多投资”。从“多对一”到“一对一”，加大了股本
总量、扩大了收益规模，为脱贫攻坚增加了更多保障。

改革，常常是在矛盾问题上寻找和发现突破口。近
年来在精准扶贫政策叠加下，农业综合改革已经有了
很大进展，像江国平所在的粤北山区，就有不少地方依
托惠农资金、财政补贴，以每亩 1000 元—1500 元的直
接投入推进土地整合。有了这一优质资源在手，对于乡
镇而言就拥有了引入市场力量纾解贫困问题的可靠保
障。农民群众在村集体带领下，到涉农企业里“入股增
收”，如今在当地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

推动乡村振兴，带领农民致富，村集体这个因素不
可忽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改革重心一直
是增加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以至于有的地方村集体
经济逐渐萎缩，甚至欠下一屁股债。殊不知，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村级组织就有了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的
平台和资源，农民增收致富就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基
层党组织也就有了增进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
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
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
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无论完成脱贫任务还是实现乡
村振兴，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和指导，让村
集体发挥更为积极的主体作用。村集体这个“大家庭”
充满活力了，才
能以集体强促进
个体强，用集体
富带动个体富，
汇聚起广大农民
实现全面小康的
强大力量。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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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区坪头镇林光村：

8户贫困户喜领新房钥匙眉县汤峪镇楼观塬村：

黑蛋蛋换来钱串串

“我不是来走过场的”
—— 记太白县鹦鸽镇六家村第一书记李蓉斐

村民查看乌药长势

李蓉斐入户走访

本报讯 记者从市农业局了解到，截

至 10 月底，我市 1118 个村基本完成清产

核资任务，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 96.46%。

其中，在完成清产核资任务后，778 个村

已经成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并开始运行，

为我市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赢

精准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基础。

全面清查核实农村集体各类资产，摸

清集体家底，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盘活农村集体资产的前置条件和关键

一步。今年以来，我市把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作为决胜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在全省率先召开资产清产核

资工作培训会及登记赋码管理系统软件

操作培训班，全市累计培训 377 期 3.6 万

人次，其中到村到组培训 186 期 2.4 万

人次。市上多次召开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工作推进会，推动全市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在清产核

资过程中，明确政策界限，严格工作程序，

做到程序操作不减项、政策执行不走样、

群众利益不受损，确保每个环节都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

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我市还总结推广

岐山县雍川镇宣旗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 特色产业+ 贫困户”模式、陇县温水镇

火烧寨村“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引领”

等模式，为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

产业脱贫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截至

10 月底，省上确定的 113 个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村全部完成清产核资工作

并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产业带动项目

98 个，其中 36 个村实现分红，分红金额

682.6 万元，惠及贫困户 12959 户，为实现

全面脱贫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郑晔

摸清“家底子”  鼓起“钱袋子”

我市农村清产核资工作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