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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货“货郎李”到带货“段子手”

2018年4月，沈阳市中医院宣传科科长
兼团委书记李伟成为派驻新民市兴隆堡镇马
户屯村第一书记。

从进村的那一刻，他就把自己当成了村
里人。村里的大米、鸡蛋卖不上好价钱，他
当起“货郎”跑展会创品牌，建立多条产地直
供渠道；为了让稻田增收，他搞“蟹稻共养”，
使稻田每亩增收2000元。想到再有一年就
将离开村子，他变身“段子手”做直播，宣传
马户屯，探索直播带货新路径。

自从李书记来到马户屯，马户屯村的经
济活起来了，名气大起来了，村里人的眼界
开阔了，个个有了精气神。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带领马户屯探索
一条致富、健康路。”李伟对记者说。

2018年 7月，建设农家书屋；组织李伟入村

后的第一场党日活动。

2018年 8月，铺设马大线公路1.2公里。改

造村党支部用房，为党员和群众建设活动阵地。

2018年8月，组织群众携带本村特色农产品

参加沈阳食品博览会；包装本村特色农产品“绿

壳鸡蛋”；农产品正式售入沈阳。

2018年9月，邀请7家沈阳市属医疗机构来

村举办“送医送健康 温暖进乡村”义诊活动，签

订帮扶协议。

2019年8月，组织在村妇女赴沈阳市沈北新

区学习手工艺品制作，让在村妇女农闲时走下麻

将桌，在家中就有经济收入。

2019年 10月，马户屯村“蟹稻共养”示范田

项目正式启动。

2019年，录制庆祝建党98周年乡村快闪活

动，共同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与全体党员举行升旗仪式。

2019年 11月，马户屯村与沈阳一家餐饮机

构签订大米长期采购协议，目前每月配送1000公

斤左右。

2020年，策划构建“马户屯李骄傲”短视频同

步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正式上线。

帮助本乡镇销售滞销草莓，为短视频销售农

产品试水。

马户屯村
脱贫攻坚大事记

第一书记手记

2018年
11月
今天，我们把 2500 公斤大米直供给沈

阳的一家单位，怀揣着 2.5 万元的支票回
村，心里美滋滋的。

驻村没多久，我就明确了目标：马户屯
村就是我的家，我就是这儿的人，一定要用
自己的双手，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也是我到马户屯村任第一书记以后，
第一次将村里的主要农产品卖到沈阳。早
上3点起来装车，5点出发，再过秤、结账，一
切都忙完就快中午了。为了表示庆祝，我还
请进城送货的几个农民兄弟吃了顿烤肉。
这 5000斤大米，都是来自村里相对较为困
难的农户家里。产地直销，农民增加了收
入，采购单位也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吃到好吃
的大米，这或许就是我这第一书记的桥梁价
值。

今年3月，我从一名卫生工作者变成驻村
第一书记。几个月的驻村工作，让我悟出了一
个理儿：要做好村第一书记，就得把自己当村里
人。

驻村前，我对农村工作毫无经验。工
作中，我感受到，光有激情是不够的。为了
掌握村里的情况，我走访、摸底、座谈、组织
活动……和村民们聊生活，了解他们的需
求和难处。夜晚的农村特别安静，我就在
脑海中“放电影”，想着明天村里需要安排
哪些事儿，后天安排啥……近期、中期、远
期，分别该处理哪些事儿。

和我同龄的村民很多都出去务工，留
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将心比心，
同样的年龄和家庭角色，村民们的困惑就
是我的困惑，村民们的担心就是我的担

心。他们有了困难，需要晚辈来安排来操
心的，我不能“外道”，该刨根问底就决不能
含糊。因此，几个月下来，我对村里这家那
家的事儿都变得“门儿清”。

增收是农民，尤其是困难户的大事。
如何帮助他们增收，我算是绞尽脑汁。村
里绝大多数都是水田，大米是家家户户收
入的主要来源，而通过经销商销售大米，农
民的收入有限。于是，我才想到了这招：将
村里的大米直供到沈阳。

村里有几个养鸡户，为了帮他们打开
销售渠道，我将村里的绿壳鸡蛋进行商标
注册，以后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关系
网，将鸡蛋作为节日福利送进沈阳。未来
两年，我将继续当好马户屯村“货郎”的角
色，让村里人越来越富裕。

第一书记说：
“马户屯李骄傲”要直播带货

按照计划，做满3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我

就将离开马户屯村。直播带货越来越火，

剩下的这一年，我是否可以给村里留一个

受关注的大号，如果这个账号能够引起关

注，将来就可以用来销售马户屯村的农副

产品，即使我离开村了，村民们的农副产品

也不愁销路。恰巧镇里一个农户的草莓滞

销，我试着用我的账号帮忙卖草莓，两天就

卖出2000多斤，效果十分明显。

前几天，我请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辽

宁负责人来到村里，我的想法是，在村里培

养一批能玩直播的人，让马户屯村的村民

们借助电商平台销售农副产品。插上电商

翅膀的马户屯，一定会越飞越高。

第一书记当“货郎”产地直销大米和鸡蛋

2019年
10月

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在想，35岁的我要
是土生土长的马户屯村人，我该怎样为村里
探索出一条发展之道，带领乡亲们脱贫致
富？

一亩地稻田，卖稻子能收入 300-500
元，磨成大米卖能收入1000元，如果是蟹田
大米，每亩地能增收2000元，再加上卖螃蟹
的钱……

何不试试在稻田里养螃蟹？
村里的马军，三十岁出头，是留在村里

为数不多的小伙子。同时，他的脑袋瓜很
灵活，人也很勤劳。我于是将我的想法透
露给他，没想到他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苦
于没有学习和技术指导的门路。

我俩一拍即合。

我们首先去找盘锦的养蟹专家进行了
探讨，盘锦的稻田是河水灌溉，而马户屯村
的稻田是井水灌溉，这种水质是否适合养
螃蟹？对此，专家的意见是：可以养，但抽
苗的时间要比盘锦晚半个月到一个月左
右。

说干就干。马军拿出他家的 7亩稻田
做试验田，我经过多方联络，把马军送去专
业部门学习稻田养蟹技术，接下来，就是买
蟹苗，投苗。

5月2日，我们早晨3点钟冒雨出发，开
车两个多小时来到盘锦，按照投放蟹苗的
最大量购买了300斤蟹苗。返程的时候，我
开得飞快，非常担心路上耽搁的时间过长，
影响螃蟹的成活率。

稻田养蟹是一项技术活，对水、土壤和
空气的质量要求很高。在养殖的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放苗时，蟹
苗死了一批；因为水凉，蟹苗长得很慢；之
后，又遇到远处稻田打农药，随风飘过来的
农药使敏感的螃蟹损失一批。终于，到了
十月份收获的季节，试验田里的螃蟹卖了
1.4 万元。因为养螃蟹，每亩稻田减产 200
斤，但蟹田大米却卖到 7——8元一斤。这
次试验，每亩稻田增收2000元。

我们的试验获得成功。之后不久，便
有几户农民到村里来找我研究稻田养蟹的
事儿。这次试验给马户屯村村民稻田增收
探索了路径，也给整个村带来了干劲。

为了更加幸福的明天，一起加油！

稻田养蟹为村里探索稻田增收之路

村里老乡说：
“李书记让马户屯火了起来”

今年33岁的马军在马户屯土生土长，一

心琢磨在家乡整出点名堂。瞄准了绿色农副

产品，他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上了果树，从网上

买来下绿壳蛋的鸡苗，在果树下养鸡卖蛋。

然而，因为没有销路，马军只能每天拎着筐，

蹲在公路边上卖。

认识了李伟书记，马军突然感觉到眼前一亮。

“李书记见识多，人脉广，村里每家每户什

么情况，他都了如指掌。考虑到我们村的土鸡

蛋销路问题，李书记帮我们注册了商标，参加

展览会，受到沈阳很多单位的欢迎，鸡蛋坐在

家里就都卖出去了。”马军对记者说。

聊着聊着，马军就与新来的李书记聊出了

火花，蟹稻共养试验项目使马军的7亩稻田增

收1.4万元。“今年，我打算租种我们村其他家

的稻田，蟹稻共养30-40亩！”马军说。

村民老马用半辈子积蓄办了一个养鸡场，

电路设计一直没有通过审批。预订的鸡雏准

备进场，数九隆冬，如果没电，上万只鸡雏就得

“全军覆没”。老马心急火燎地去找李书记帮

忙。李伟二话不说，请来专家现场指导施工设

计，开车去相关部门办手续。两天时间里，养

鸡场的供电设计、施工、审批手续就下来了，解

了老马的燃眉之急。

两年的时间，马户屯鸡蛋销售2.8万斤，

大米销售6.8万斤。“开学送书，四季送医，李

书记心系困难户。清水大米，硒鸡蛋，咱村很

多产品都成了名牌。”对于李书记，村民都竖

起大拇指。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李伟引领马户屯村的村民稻田养蟹，每亩地增收2000元。 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李伟拍视频帮村民销售农产品。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