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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百年华诞前夕，一支
特殊的工作队离开了省城广州，
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他们虽然来
自不同的单位，拥有不同的职业，
但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和
目标——乡村振兴！他们就是由
省信访局、省人民医院和广东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组建的省乡
村振兴驻化州市平定镇帮镇扶村
工作队。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是有着“化橘红之乡”和“沉香之
乡”美誉的化州市平定镇，在这
里，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早
日把平定镇建成“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幸福小镇。工作队队长、
来自省信访局的二级调研员邓泽
富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我们用
实际行动去书写属于新时代乡村
振兴美丽故事，用智慧汗水去实
现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共圆一个‘幸福平定梦’！”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证。
为更好发挥工作队的帮扶作用，

工作队各派出单位党委联合组建
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构建

“3+6”党建引领机制。工作队临
时党支部书记邓泽富告诉记者:

“我们在上级党委的关心指导下，
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根本遵
循，围绕乡村振兴根本要求，强团
队，建机制，立台账，现在，我们工
作队上下一心，干劲十足，准备朝
着我们的既定目标撸起袖子加油
干，如果说我们的信念有颜色，那
一定是‘党旗红’！”

说干就干，216.8 平方公里，
他们走了一遍又一遍。在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日夜兼程、风
雨无阻，跑遍了全镇25个村（居）
委，遍访全镇各产业龙头企业；他
们深入田间地头访谈镇村干部、
企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超 1000
人次，累计行程逾 5000 公里，撰
写采访日志达 5 万余字，在广东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力支持
下，完成了《平定镇政府文化广
场和河道（局部）规划设计方
案》、《平定镇乡村振兴风貌提升
示范带规划设计方案》、《平定镇

积田大岭村 3A 旅游景区规划设
计方案》等规划方案。自此，这
支远道而来的省工作队也在不
经意间完成了身份的完美蜕变，
由“异乡人”变成了“本地人”，

“我们镇”、“我们村”更是成了他
们和亲朋好友聊天中的高频词，
而且工作队的队员们也由刚到
镇时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变成
了胸有成竹的“行家里手”，无论
是特色农业品还是镇况民情都
了然于胸，娓娓道来，而当说到
镇的未来发展前景，“冇有使惊，
平定一定威！”更是成为了工作队
的自信与共识。

整合帮扶单位资源防返贫

为落实防返贫“全员覆盖和
全域监控”，工作队制定了“一户
一干部、一周一走访、一月一研
判”的防返贫监控机制，定期走访
防返贫重点对象已是常态。同时
工作队还整合各帮扶单位资源推
出了“8+N”防返贫帮扶套餐实现

“全面保障”，其中广东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主要承担了贫困群体职
业技能提升培训的组织、“三留
守”人员的关爱帮扶及对贫困户
子女的心理干预和学业生涯辅导
等工作。省人民医院则主要承担
了返贫监测户的健康保障，为有
需要的人群提供健康体检、跟进

慢性病人群疾病控制情况、关注
贫困失能人群的评估及干预，尽
可能从源头上防止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此外，工作队还为防返
贫监测人群提供大病就医保障，
建立多病种的慈善基金申请通
道，作为防止大病致贫返贫的又
一保障。通过落实以上这一系列
的措施，平定镇的防返贫工作取
得了可喜的进展，工作队不仅帮
助镇里顺利通过 2021 年全省防
返贫回头看的工作验收，有效巩
固了脱贫攻坚的既有成果，而且
还获得了镇村干部群众的一致认
可和好评。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为了平定和化州更好的明
天，各帮扶单位也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积
极帮助镇村开展全方位的建设。

省信访局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引企入村，大力促进当地产业
发展。他们引进牛大力种植企业
（华盈公司）落户平定镇旺竹村，
初步建成南药种植产业园第一期
示范基地（300 亩），已为旺竹旺
家田村带来 10万元收入，并且为
村民提供了 30个工作岗位，带动
村民个人增收5000元。

省人民医院则充分发挥医疗
方面的专业优势，以对口帮扶化

州乃至茂名市有关医院为切入
点，“以健康托起小康”。他们积
极推动省医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通过互联网+医疗服务、疑难病
例远程会诊、健康直通车、大型义
诊等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家门口
的省级三甲医院高水平服务。今
年 3 月，省医向化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捐赠了一辆价值 30 余万元
的救护车，有效缓解基层医院防
疫救护车短缺压力。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一
方面安排规划设计团队，帮扶镇
村完成规划设计项目 3 项，帮扶
金额超 20万元，为镇乡村振兴风
貌提升示范带和“橘州墟”项目建
设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他
们与化州市政府共建化州首个乡
村振兴学院，并以此为依托，对化
州镇村进行科教帮扶。

“圆梦不划句号，奋斗不言
终止”。不知不觉中，省乡村振
兴驻平定工作队开展驻镇工作
已近一年。回顾往昔，他们忙
碌而充实，展望未来，他们更是
激情澎湃，在乡村振兴希望的
田野上，他们还将更努力地奔
跑，因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
兴”，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
是他们作为共产党员交出的时
代答卷！

共圆幸福平定梦
——省乡村振兴驻平定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张伍 通讯员 易广 房亚金

■记者 文华春

本报讯 名人档案是化州市
档案馆馆藏的一张金名片，也是
化州人文名城建设的重要内
容。连日来，该馆以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为依托，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主题为“挖掘名人文
化 丰富馆藏资源”走访联系化
州籍名人活动，旨在通过活动的
开展，进一步丰富名人档案馆
藏，助力化州档案文化建设。

在日前的走访联系活动过

程中，该馆工作组上门拜访了化
州名人柯华土（柯华土是化州市
同庆果菜北运公司总经理，上世
纪八十年代率先在化州成立南
菜北运公司，成为广大农民群众
奔康致富的带头人；1989年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荣获国务院颁
发的五一劳动奖章。）。在现场，
该馆带队领导首先感谢柯华土
为化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
的杰出贡献，并向其介绍了化州
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还带去
了党和政府的问候。柯华土对
化州市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欣

慰，对档案馆的关心表示感谢，
表示非常愿意为家乡多作贡献，
并当场捐赠了一批奖状、荣誉证
书等珍贵的名人档案资料。

化州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该
馆高度重视名人档案的征集，将适
时举办“情系家乡”化州籍名人征
集作品展，让名人的作品、思想、成
就、精神通过档案形式展现在社
会公众面前，充分发挥其宣传、教
育、引导和激励作用，使之成为弘
扬主流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
的有效载体，为助推乡村振兴建设
工作作出档案部门的贡献。

化州市档案馆开展走访联系名人活动

■通讯员 邓智允 谢剑锋

本报讯“龙眼园里圈养了绿标鸡和乌
鸡等，其中绿标鸡属于农场品牌鸡，乌鸡是
农场引进的优质原种鸡，对面桑葚园是去
年栽种的，等桑树长大了，欢迎大家过来采
摘桑果。”位于高州市金山街道鹤山村的高
州市绿标生态农场负责人自豪地向前来参
加交流会的干部、群众介绍说。

据了解，近年来鹤山村积极抓招商、
兴产业、促发展，盘活村内农田 200 多亩、
转包出租山林近 400 亩、鱼塘 200 多亩，助
力村中经济合作社每年增收约 100 万元。
该村正是依靠强化支部建设、加快土地流
转和发展特色产业三大抓手，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走上产业振兴的阳光大道。

强化支部建设，激发“组织动能”。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组织发挥好引领带
动作用。鹤山村党总支对内调动乡村建
设的积极力量，对外提升市场的竞争能
力，结合该村自身特点，因地制宜推动发
展林下经济、鱼塘立体经济，不仅推动了
特色产业发展，也让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村干部既当好“招商员”，又做好“服务
官”。正是因为鹤山激活了组织的“强引
擎”，才为乡村振兴释放出了澎湃动能。

加快土地流转，提升规模经营。该村
在金山首创土地招标最低价限制，即村集
体土地在进行经营权招标时，根据土地价
值设定最低成交价，若招标成交价低于最
低价则招标无效，此举有效保障了土地流
转的集体收益，促使村民有更强烈的意愿
去拥护、支持土地流转，为招商引资打下
坚实基础，充分释放土地发展新型产业的
活力，提升规模经营。

发展特色产业，促农致富增收。该村
利用山坡连绵、田地成片的优势，以公开
招投标积极招商引资，以农业公司化促进
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一村一品”示范带
动。绿标生态农场作为鹤山村近年引进
的最大涉农企业，是该村发展林下经济取
得的重要成果，该农场将林下养殖、果园
休闲采摘以及荔枝龙眼烘干加工等一体
发展，集约化打造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园。

“绿标”项目直接带动鹤山村5个经济合作
社每年增收共40余万元，解决当地村民劳
动就业逾50人。

据悉，本次鹤山村交流会是金山街道
党工委今年组织的第三次村级“党建+乡
村振兴+中心工作”交流会。该街道党工
委组织党员干部到各村开展“解剖麻雀”
式调研，通过典型剖析、以小见大、以点带
面，从中找出产业发展的“金钥匙”，抓住
兴产业这个“牛鼻子”，发掘各村的发展优
势，打开金山乡村振兴新局面。

高州金山
产业发展“金钥匙”
开启乡村振兴“致富门”

前日，市区江东中路特色水果街建设工程开始动工，施工人
员正在搭建摊位棚架。据了解，该工程预计5月底前完工并投入
使用。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国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