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久波（左） 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驻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十家子镇南甸子村“第一书记”

刚驻村时，我对66户贫困户挨家走访，看着每一位因不同原因致贫的
村民，我心里总是酸酸的，感觉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更感觉驻村“第一书记”
责任重大。我下定决心，这个担子，不管有多重，都要把它“挑”起来，让村
民过上好日子。两年来，我带领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搞发展，几乎每天
都会面对各种挑战和新问题。当然，村里也有了变化：桥梁修了，村路通
了，村部装修了，广场扩建了，自来水入户了，产业基地建好了，村民腰包鼓
了，秧歌扭起来了……忙碌而辛苦，却让我无比充实快乐。现在回过头来
想一想，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能多为百姓办些事情，是我的荣幸。驻村工
作剩下一年时间，我将继续扎根基层，日夜兼程，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2018年来到祝家沟村，我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摸清了村里的产业基础状况，确定了走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产业之路的主
攻方向。两年来，我帮助村里引进了“锦稻109”等十余个知名品种，协助
村民选择“烟薯25”地瓜品种，并在丘陵旱田试验种植，实现产业新突破，
同时大力推行“富硒+农业”的新模式，让村里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再
提升。村里的工作，没啥大事儿，却也都是大事儿，连着每个小家，关乎民
生福祉。为了让百姓更加便捷地出行，我与村民群众投入义务劳动，让昔
日坑洼不平的泥泞小道变成平坦顺畅的致富路、幸福路。

作为一名驻乡扶贫干部，我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艰辛，同时也感
受到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驻乡以来，通过走访贫困户，我更深入体会精
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作用。贫有百样，困有千种，因户施策即为“精
准”。目前，红旗乡所有贫困户均已实现脱贫，我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让
贫困户不返贫。要通过发展产业项目，建立长效造血机制，为村集体经济
壮大提供动力。我们乡里的王岗村，西芹产业有一定规模，下一步我将协
调企业在王岗村投资建设冷库，完善西芹产业链，让村民富在“链”上。

吴昊 省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工程中心
驻沈阳新民市红旗乡扶贫工作人员

杨敬贤（左） 省信息中心
驻丹东东港市菩萨庙镇祝家沟村“第一书记”

“ 老 师 讲 得 可 真 好 ！ 能 再 来
不？”作为驻村干部，笔者连续三年
邀请省农科院专 家 ，到 村 里 举 办

“农业科技大讲堂”。每次课后，总
有老乡问起这个问题。“挺管用、很
解渴，希望能常来。”朴实的话语中，
笔者感受到乡亲们对活动的欢迎和
期待。

随着脱贫攻坚的稳步推进，“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解决，但稳得
住、巩固好，并非易事。办法无他，
唯有极大地丰富农民的脑袋，进而
惠及农业产业发展，让大家的口袋
愈发富足。

贫困地区群众的脱贫，主要通
过外出务工和本地生产实现。就业
和产业，是提升自主脱贫能力、确保
增收可持续的关键。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命根
子”，人才和技术则是撑起农业产业

发展的“台柱子”。诚然，几年来鼓
点紧密的脱贫攻坚，形成了一种倒
逼机制。贫困地区根据本地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用好扶贫政策，在
相关单位的帮扶下，陆续形成了有
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带动力的扶贫
特色产业，但距离农业生产的机械
化、规模化、集约化，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农村天地广阔，到处是充满希
望的田野。要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必须在“扶志”和“扶智”上持续
发力。后脱贫时代的“扶志”，是彻
底拔掉贫困的“根”，让大家知道只
有干才有希望。后脱贫时代的“扶
智”，则是栽下富裕的“苗”，让农民
知道该如何干，更有效率去干，干得
更出效益。

给农民以智慧，需要拿出以恒
心办恒业的劲头。这要求广大基层

尽心尽责，不仅把农村孩子的学习
教育做好，更要把农民的技能培训
搞好。要把农业科技的培训工作常
态化进行，解决好科学技术到田间
地头的“最后一公里”。

俯下身子培育智慧农民，同时
也是在做实“智惠”农业工作。科研
机构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推出创
新实用的好技术、新产品，为农民夯
实致富的康庄大道。

农业稳则天下安。大有可为的
热土上，拥有智慧农民，实现“智
惠”农业，机械化操作乐享农事，农
业新产业遍地开花，抗风险能力、
创新力、竞争力不断增强……那样的
场景，想象起来就很美，真正做成
会更美。

文/李万东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
（辽宁日报社）驻建昌县素珠营子
村工作队队长

智慧与智惠

驻·悟 ZHU
WU

正值伏季，岫岩满族自治县杨家
堡镇团山子村，种植大户赵广宇家的
大棚内，食用菌长势正旺。

“往年这个时候，正是食用菌‘歇
伏’的时候，自从张书记到咱们镇上
后，帮大伙儿改进了管理和种植模
式，伏季照样出菇，经济效益提升了
20%多！”赵广宇说。

赵广宇口中的张书记，是省农科
院驻岫岩县杨家堡镇第一副书记张
季军。在他成为驻镇干部前，已是省
农科院驻岫岩县科技扶贫队的队长。

“要用我的专业，让当地的食用
菌生产提质、扩面，让更多农户走上

‘科技菌’种植之路。”张季军确定了
目标，开始行动。

杨家堡镇，位于岫岩县南端，这
个纯农业镇，以玉米大田种植为主。

“靠天吃饭”，日子艰难。而已有的食
用菌种植模式，因科技含量不足，效
益受限。

如何让先进的食用菌种植技术
更快更好地推广，张季军在摸清全镇
食用菌现有种植规模的基础上，从针
对现有种植模式的痛点入手，开启了
典型示范模式。

优化栽培模式。“以前，岫岩食用
菌种植，大多是‘地摆袋’。顾名思
义，将菌包一袋袋摆在地上。这样进
行管理时，不仅人力消耗大，且贴在
地面上的菌包，因湿度大，导致优质
菇率低。同时，棚内的种植空间利用
率不高。”张季军说，而在食用菌种植
的发达地区，早已推广成架栽培模
式。于是，他带领当地种植大户外出
考察，用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当教
材，推动岫岩成架香菇的发展。

“土地利用率提升100%，劳动量
减少20%，优质菇率提高30%，实实在
在的效益看得见。”最先尝到甜头的
赵广宇等种植大户，当上了成架菇栽
培免费宣传员。如今当地成架菇栽
培规模已达到60多万袋。

重磅接连来袭。
推广成架栽培的同时，张季军

还针对食用菌伏季不出菇这一业界
难题，进行了“革命性”破题。

“每年气温高时，也是食用菌价
格的峰值期，有多少都不愁卖。冬
季时延长出菇期，能提高转化率增
加产量。”张季军说，如何抓好时间
窗口期，实现食用菌伏季出菇，并延

长冬季出菇时间，是提升种植效益
的关键。

于是，双层棚模式开始应用。
“夏季再上一层棚架，层间距50厘米
以上，覆盖遮阳网，使棚温降低 5℃
至 8℃，保证了食用菌安全越夏，正
常出菇；冬季将外层棚架覆盖塑料
膜，保温效果明显，出菇期可延长到
12 月末，较单层棚产量提高 15%。”
张季军说。

“困扰了我们大半辈子的难题，
张书记一来就给解决了。”赵广宇连
连竖起大拇指，学到了新技术，杨家
堡镇乡亲更有吃饭的本事了。

升级了一方产业，带动了一方
就业。随着当地食用菌大棚的增
多，给贫困户提供了更多家门口就
业的机会。在杨家堡镇兴开岭村食
用菌基地，贫困户赵金的儿子赵云
鹏已实现稳定就业。“一个月收入
3500元左右，活儿不累，日子越来越
有希望了。”赵云鹏说。

小小的食用菌，鼓了杨家堡镇
乡亲们的腰包。行走于当地，明年
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声音不绝
于耳。

创新思路，产业升级

“王叔叔，我给你背诵一段古诗
词吧，看我进步没。”

7 月 30 日，葫芦岛市南票区黄土
坎乡上松树沟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靖文刚走进朱雪萌家的小院，朱雪萌
就忙着把他领到自己的新书桌前，从
架上抽出书本，让王靖文考考她。

“以前，孩子趴在炕上做作业，写
一会就累得揉眼睛。自打王书记给
咱家送来书桌，她见天看书都不喊
累。”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朱雪萌
的妈妈在一旁不住地说着感谢话。

为朱雪萌们赠送书桌，仅是几
年来王靖文为改善村里的教育条件
所做的工作之一。

上松树沟村曾是省级贫困村，
经济弱、底子薄。2017 年 4 月，29 岁
的王靖文离开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
队的工作岗位，来此地驻村工作时，
村里的贫困，尤其是教育资源的缺

乏让他深感忧虑，“当时，走遍全村，
买不到一支笔。”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山村贫穷落
后的局面，必须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
更多的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立下此志，王靖文和驻村工作队的战
友们一起，在致力村基础设施建设、开
展产业扶贫、注重结对帮扶的同时，还
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教育扶贫。2019
年5月，王靖文成为省公安厅驻村工作
队长、驻上松树沟村“第一书记”后，扶
贫扶智的信念更加坚定。

村里的孩子大多在黄土坎乡中
心小学就读，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好的
学习环境，他带领工作队员多方努
力，先后与南京中脉集团、中国福利
基金会和社会爱心人士达成投资、捐
赠意向，向雨天泥泞的操场、低矮的
教室、陈旧的基础设施、落后的教学
方式“宣战”。

粉刷围墙、整治操场、翻盖厕所、
栽种花草树木；学校开通了美术兴趣
学习班，迈出探索特色教学的第一
步，乡下的孩子对着石膏像画起了素
描；疫情期间，微信朋友圈里一则“一
元捐，圆山村孩子的学习桌梦”的号
召，24 小时内 127 笔善款 11858 元资
金到位，20名品学兼优的孩子有了自
己的新书桌、护眼灯；去年 6 月 22 日
开始，全校师生吃上了“免费的午
餐”……

“从前，这是没人来的南墙根，现
在成了学生课间的最爱。”站在柳荫
下，拍打着体育健身器材，看着焕然
一新的校园，副校长刘海堂很激动，
他说：“改变的，不仅是校园环境，孩
子们也变得更加追求美好，努力向
上，今年，我们学校学生全部以优异
的成绩升入中学。”

闻听此言，王靖文欣慰地笑了。

用心浇灌明日之花

“站在这里，你一眼就能看出农
大的稻子与其他稻子不一样，有专家
技术支持，我们这心稳当。”7月28日，
铁岭市昌图县通江口镇孤榆树村的田
埂上，种植大户付宏友难掩兴奋地说。

尽管种了几十年水稻，付宏友
自认为是种稻的老把式，但沈阳农
业大学驻村帮扶带来新品种和新技
术后，他真服气了。

2018 年 11 月，沈阳农大的吴丙
功、吕涛、赵风义三位同志被选派到孤
榆树村驻村工作。在详细调研当地的
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后，他们决定在水
稻种植这个老传统上做好新文章。

“通江口位于北纬42°，是玉米
等粮食作物的黄金种植带，由于这
地方水稻生长期短，昼夜温差大，产
量增收机会不大，只能重点提升品
质。”吴丙功说。

2019 年春，吴丙功协调免费提

供沈阳农大水稻专家培育的优良水
稻品种，在村里开展“沈阳农大优质
水稻新品种示范种植项目”，示范种
植 230 亩，给予日常技术管理支持。
同时，工作队积极联合社会资本打
造推广商业品牌，当年水稻收购价
格比当地市价每斤高 0.2 元至 0.3
元，亩增收260元左右。

今春，村民周立友迫不及待地
加入水稻示范种植。他掰起手指给
记者算账：“我家 100 亩水田，稻种
一年能节省 5000 元左右，订单收购
能增收2万多元。”

周立友最看中的是农大水稻专
家的实力支持。今年7月初，周立友
发现田里稻叶出现黄尖，紧急视频
求助水稻专家，经诊断是高温引起
的自然反应，按比例施洒“三环唑”，
没几天就真见效了。“过去我们都是
自己按经验来，如今有专家给我们

开方子了。”周立友说。
前不久，驻村工作队再一次让当

地村民大开眼界。原来，农户的示范
田里出现二化螟病虫害，工作队协调
来无人机生态治虫，按每亩5丸赤眼
蜂投放。“每丸有蜂卵1万余个，孵化
后的赤眼蜂以二化螟为食，起到生态
种植的目的。”吴丙功说。

全程目睹无人机治虫害，种植
大户谷艳明坦言科技力量强大：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下
田打药，虽然药钱不多，但人工消
耗不起，稻叶划皮肤忒遭罪。”

今年，孤榆树村的沈阳农大水
稻示范基地扩大至 500 亩，“公司+
村（合作社）+农户”产供销一体化
的模式逐步成形。吴丙功说：“水
稻还有精深发展空间，比如认养、酿
酒等，希望我们能为这里留下一条
成熟的发展路子。”

技术到户，增收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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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必扶智。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是帮助和指导贫困群众提升脱贫能力
的长效机制。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关键要看人
们脑子里是否有意识、有想法，靠自身努力、优势等在特定领域起飞，弥补
“先天不足”。而为“盼飞者”输送智力，授之以渔，是助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的关键。

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以来，我省选派干部驻乡镇、到山村，让有想法、有办法、
有方法的人们，于村屯把脉，于地头问诊，挖穷根，找出路，形成智随人走，人因智变
的良性循环。以此，为产业赋能，助腰包丰满。

随着农业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在乡间扎根，拓宽了农民的视野，燃起了他们
“战贫”的斗志和决心。

思想一变天地宽。看，脱贫攻坚主战场上，贫者们的造血机能在日臻完善。

授人以渔 从“头”开始

心里话 XINL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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