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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有了
钱书记这样的好干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提起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
镇坤站村党支部书记钱慧敏，村民们都赞
扬有加。

坤站村以繁荣的玫瑰花产业和乡村旅
游闻名，是靠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发展的典

范。9年前，钱慧敏刚接任村党支部书记
时，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村级集体
经济薄弱。她深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
关键。结合坤站村的实际情况，钱慧敏提出
发展食用玫瑰产业的思路。通过成立合作
社、引进优质玫瑰品种、科学种植管理，坤站
村的玫瑰花产业逐渐壮大。

如今，该村的玫瑰花种植基地种植玫瑰
花30亩、1.8万余株；村民的闲置庭院也种
满了玫瑰，全村玫瑰花种植面积达82亩，共
4.9万株。每到花开时节，坤站村便沉浸在
一片花海之中，形成了一幅“花在村中、村在
花中”的绝美画卷。2023年，仅玫瑰花产业
就为村民们带来了54万元的增收，平均每
年每人收入9000元。

除了玫瑰花产业，钱慧敏还积极探索多
元化的发展路径。她整合坤站村的文化底
蕴和自然资源，采取“支部+合作社+公司+
家庭”发展模式，打造“三园一体”的驿站文
化、农业生态观光旅游路线，成功策划了爱
辉区首届玫瑰文化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观光游玩，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为延长玫瑰花产业链，钱慧敏带领村民
们研发玫瑰花茶、玫瑰花月饼等产品，通过
对接大型商超拓宽了销售渠道。这些举措
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10万余元的增收，还

帮助本村家庭增收5000元以上。同时，她
还积极发展菜园经济，带动25户村民增收8
万余元。

在钱慧敏的带领下，坤站村成为充满生
机和活力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示范村。村庄
里建起了400平方米的驿站文化产业园和
集住宿、餐饮、VR体验区、网红直播区、农产
品销售展示区于一体的驿站民宿。这些设
施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体验，也为
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
坤站村也因此荣获了国家森林乡村、省级乡
村旅游示范点、黑龙江省乡村振兴“双百”典
型案例等20余项荣誉。

钱慧敏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赢得了
村民们的广泛赞誉和衷心拥戴。她深入田
间地头与村民劳作，走进农户家中了解需求
和困难，带领巾帼志愿服务队伍为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她以满腔热情履行肩上的责任，
以服务村民为荣，带领村民把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

面向未来，钱慧敏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她将继续带领村民们勇往直前，加
大对玫瑰花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扩大种
植面积和品种范围，同时加强与大型商超和
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多元化乡村旅游，提
升村庄的整体形象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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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文/摄

从太湖县城出发，车程不过十几分钟便
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是为花亭湖。百平方公
里的湖面水光潋滟、云蒸霞蔚，湖中岛屿星
罗棋布、草木葱茏。与湖相依偎的，是高低
起伏的远山。一场急雨过后，山水相映、雾
霭流岚，让人流连忘返。

太湖县，位于安徽省西南、大别山南
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
独特地形，孕育了青山绿水绕村郭的自然景
观。作为传统农业县，近年来，该县以“生态
优先”为引领，大力发展产能强、质量好、特
色优的绿色农业，再以电商为“羽翼”，让优
质农品跨水出山进城，促乡村振兴，助老乡
就业增收致富。

绿水青山出好品

山区的雨说来就来，打在水面上溅起朵
朵水花。弃陆路走水路，船行花亭湖上，颇
有烟雨江南的观感。

说是去“花亭湖鳙鱼基地”，可偌大的湖
面，并不见网箱等大型水产养殖设备。直行
至湖中央，才看到几间简易工房。

“花亭湖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地，为鳙鱼
提供了最佳生长环境。为了保护水质，我
们也采用‘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因
为以水中浮游生物为食，三年才能达到平
均体重2.5公斤的起捕标准。”基地负责人、
花亭湖水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宗海告
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捕捞后，还要再
在深水网箱里进行一个月的“瘦身暂养”，
达到“去脂除腥”的有机标准后才上市销
售，因肉质细腻鲜美，花亭湖鳙鱼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企业实行计
划养殖，既保证鳙鱼产量品质，也通过鳙鱼
食用浮游生物净化水质、控制水中藻类过量
繁殖。“一湖好水、一条好鱼，成就了一个好
产业。”蔡宗海笑着说。

纵跨花亭湖，上岸，一段蜿蜒盘旋的山
路尽头是百里镇大别山（太湖）黄牛养殖基
地的草场。上百头黄牛正悠然地散步吃草，
享受雨后湿润的空气。

百里镇山场多、土质肥沃、野生牧草资
源丰富，是我国优良地方品种“大别山牛”的
主产地之一。这几年，镇里找准特色，将“牛
产业”作为“书记项目”，所辖9村1居集体经
济共同出资组建了太湖县八百里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着力打造小黄牛产业特色强镇。
据该公司总经理鲁文兵介绍，百里镇以

“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从小黄牛的繁
育、养殖、牛肉加工、销售及青贮饲料的种植
加工，形成全镇小黄牛产业一体化。目前企
业养殖小黄牛1000余头，与农户合作放养
近7000头，带动地方年净增收7000万元以
上。按照百里镇目前的山场资源，预计至
2025年将实现年存栏、出栏均达万头以上。

此外，依托全县15个乡镇的好山好水
好生态，太湖县已培育无公害、绿色、有机等
农业“三品”超过300个，常润大米、太湖六
白猪、驼龙山土鸡、天华谷尖茶叶等一批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全国商品粮、商品牛、
瘦肉型猪生产基地县，全国油茶产业化发展
试点县等国家级产业“名片”，让太湖县绿水
青山出产的优质农品享誉全国。

电商为“翼”好货出山

优质农品如何走出大山，为深山百姓增
收，曾经是摆在太湖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
道难题。

2016年，县里引入九个挑夫电子商务
公司。2017年，企业以承接太湖县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为契机，建成1
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120个村级电商
服务站，覆盖全县超60%的行政村。

“依托‘互联网+’新模式，我们充分整
合深挖本地优势资源，在县域内建立稳定的
农村电商网络体系，已成为太湖电商发展指
挥的‘中枢’。”太湖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总经理占丽达介绍，村级电商服务网点则
发挥服务乡村的桥头堡作用，有效带动了农
产品消费帮扶和乡村产业的发展。7年来，
一大批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村里的留守宝
妈、困境家庭也获得了就业增收的机会。

见到潘燕时，这位“90后”宝妈正在沙
坝村电商服务站收发快递，不时还要跟网络
另一头的客户沟通。婚后为照顾孩子放弃
外出工作的机会，闲不住的潘燕在家做起了
微商。2018年，村委会推荐她成为沙坝村
电商站点负责人。注册网店、参加培训课
程，把收购贫困户的土特产卖到全国，仅
2020年网上交易额已超过30万元。这几
年，她的成功也带动更多宝妈加入创业就业
队伍。

为实现品牌倍增效应，太湖县电商服务
中心牵头成立农产品供应链协会，建立网货
供应中心，统筹甄选优秀特色农产品形成统
一的“源味太湖”公共品牌，制定产品标准，
统一包装、推广。目前，已整合“源味太湖”
粮油系列、零食系列等共十几大类100余款
产品。

为提升知名度，扩大销量，太湖县电商
服务中心在常态化入村直播之外，还与安
庆、岳西、霍山等地知名三农达人结成村播
联盟。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就是一个直播
间，老乡们不仅带来葛根粉、荞麦粉、干菜、
土鸡蛋等自家土货，还与主播、网友互动，推
广太湖农特产品。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开展各类电商培
训、直播提升培训及电商直播赛事活动210
多期，共有40000余人次参与；创建省级农
村电商示范乡镇5个、示范村12个、示范点
26个；农村电商企业17家，年网销额超100
万元农村电商品牌9个。

▲ 黄牛在百里镇大别山养
殖基地的草场散步吃草。

■ 冯圆惠

2023年7月，我以一
名到村任职选调生的身
份奔赴基层。在村工作
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学
习，是一种锻炼，更是一
堂让我了解民情、贴近
群众、锤炼作风的社会
实践课。

刚到村，我心里装着
“十万个为什么”：“雷书
记，咱村的集体收入来源
是什么？”“会敏姐，党建
资料还有哪些需要补充
完善？”“娜姐，村民的社
保卡去哪领取呀？”……
一个个问题的背后是我
对村情、村务的“一脸茫
然”和对工作的无从下
手，而这也一度让我对自
己投身基层的决定产生
了怀疑。好在村党支部
书记雷一杰没有放弃我
这个初来乍到的“小白”，
他耐心地带着我挨家走
访，帮我尽快熟悉村情。
之后我便时常骑着电动
车到村民家中走访，帮助
他们查询政策、打印材
料、申请补助、下载各种
手机软件。

在一次次的调研和
观察中，我发现有不少
村民家离村委会较远，
平常来办事很不方便。
在与村干部交流后，我
们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划分了村组，细化了网
格管理，选派村干部负
责各自辖区，并在村组内定期召开议事
会，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将村民们家
长里短的期盼变成现实，比如在村委会
院内增添了便民充电站、便民工坊、爱
心捐物站、金融服务站等便民设施。每
每看到村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觉得
再苦再累都值了。

每天，我都会骑上“小电驴”，穿梭
在池村的各个角落，思索着怎样才能让
这里变得更美，怎样才能打造独具特色
的和美池村？带着这些问题，我和村

“两委”班子多次商议，决定先从村容村
貌入手。我们通过“拆清建管”，掀起了
全村人居环境整治热潮。我们还发挥
道德评判团的作用，设立“红黑榜”，将
庭院整洁、邻里和睦等好家庭上红榜，
脏乱差的反面典型家庭上黑榜。2023
年以来，全村累计拆除私搭乱建55处，
清除垃圾、杂草5万余立方米，创建美
丽庭院120个，拓宽硬化街道5.5万多
平方米，有效解决了村民游玩难、健身
难、出行难等问题。

村子美了，口袋也得鼓起来。为此，
我们依托石家庄四季红生态园，与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合作，新建特种高端苹果
研发种植基地；依托万丰种业，合作建设
占地500亩的育种基地，村级集体经济
从2018年的不足5万元增长到2023年
年底的50.02万元。

眼见着村里有些曾经不愿意动手干
的村民也逐渐成为池村的建造师，我和
村“两委”干部们的干劲也越来越足。为
了丰富乡亲们的文娱生活，我们召开党
员、村民代表会，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
后，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村民文艺队，
并开展了老人饺子宴、“巾帼英雄进家
门”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村民师大
爷说：“现在，每天在村里溜达，感觉环境
越来越好了，村委会举办的活动也越来
越多了，心里真是特别高兴！”

到村任职以来，我逐渐明白了在基
层工作的意义，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愈
加坚定。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由
表及里变美的池村，就是对奋斗青春的
最好注解。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赵
同乡池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仲夏时节，广西壮族自治
区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
村部办公楼，不时有来自各地
的人员、团体前来参观、交流。

近年来，这个有上千户人
家的村子因改革焕发新颜，今
年2月还被列为桂平市“千万
工程”现场会两个乡村观摩点
之一。

几年前，大贤村还是个“后
进村”。村干部年龄偏大，队伍
青黄不接，人员干劲不足，大贤
村党总支被认定为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2020年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不到5万元。

“以前村里垃圾处理设施
匮乏，垃圾清理不方便，全村甚
至没有一座桥梁，碰上河流涨
水，出行都是问题。”村民蓝文
锦说。

近年来，贵港市按照自治
区部署全面推行村党组织星级
化管理，将全市村级党组织划
分为“示范”“创优”“强基”3种
类型。其中，“强基”对应的是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针对此类
村，建立村情台账，通过“一村
一档”“一村一策”扶弱培强。
大贤村便是其中之一。

村子面貌要改变，关键在
人。“90后”大贤村人谢冰梅
2018年从暨南大学研究生毕
业后，留在了广东工作。在广
西贵港大力推行乡村党组织分
类管理的背景下，她被当地“相
中”，相关干部积极动员她返
乡。

是“乡情难却”，更是看中
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谢冰梅
于2020年毅然辞职返乡，后当
选大贤村党总支书记。在谢冰
梅带动下，5名青年先后加入
大贤村村“两委”，村“两委”干
部平均年龄从原来的56岁下
降至34岁。

“领头雁”队伍强了，村里
发展思路活了。村“两委”换届以来，大贤村结
合当地特色，大力发展中草药、淮山、三华李等
特色产业，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2023年收
入已增至15万元。

同时，村“两委”积极加强与村民沟通，村里
的事“商量着办”。“根据分类管理要求，在村党
总支的领导下，6个自然村健全完善了党建引
领村屯理事会治理机制，屯级党支部每季度组
织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共同商议村屯事务。”谢冰
梅介绍，大贤村还划分出16个微网格，每个网
格安排党员担任联络员。

村“两委”换届以来，通过广泛征集村民意
见，大贤村新建桥梁3座，修建水坝16个，建起
一批小公园、小文体中心。

如今，谢冰梅已是村民眼中的能人，今年还
荣获了“广西三八红旗手”称号。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全面提
升。”贵港市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梁鸿召说，
通过全面推行村党组织分类管理等举措，贵港
市自2022年以来已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124个，新增“示范”类型村党组织53个，2023
年获自治区认定的三星级以上村党组织达542
个，占比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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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贵
港
：

冯圆惠（右）走村入户。
元氏县委组织部供图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坤站村党支部书记钱慧敏：

探索玫瑰产业多元化发展路径探索玫瑰产业多元化发展路径

▲

村级电商服务网点有效带
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图为主播
推介当地的农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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