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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铁军助力乡村振兴特别报道

第一书记

黄小刚（右二）与村干部一起走访村里脱贫户。

广元朝天区党家村第一书记黄小刚：

发展支撑产业 绘就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与村民围坐火塘拉家常

绵阳老望沟村第一书记：今年要把村里山珍卖出去

2月10日，行走在广元市朝天区临
溪乡党家村，山路蜿蜒盘旋，洁白的积雪
镶嵌大地，踩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
的声音。

初春时节，地处高山地貌的党家村，
尽管山下已有油菜花盛开，山上却还时
常飘起雪花，像冬日一样严寒。

“最近山上一直在下雪，路上经常结
冰打滑。每次到村里，都要绕道而行。”
春节刚过，黄小刚便收拾行囊，来到这个
他称为另一个“家”的地方。

黄小刚是党家村的第一书记。驻村
八个多月，村子里的一砖一瓦他都烂熟于
心。1米72左右的个头、50岁的他笑称，

“经常在村里跑、山里转，瘦了30多斤。”

进村第一件事
便是做好村民返贫监测

党家村是建行广元分行的定点帮扶
村。自2021年5月30日开展驻村工作
以来，黄小刚和工作队队员会同村两委
干部，马不停蹄地走村入户、开展遍访工
作，在第一线倾听群众心声、了解收集群
众合理诉求，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

曾在朝天区大滩镇天池村驻村帮扶
过3年的黄小刚，在结束帮扶工作后，得
知了组织选派驻村书记到党家村的消
息，他又毫不犹豫报了名。“我女儿考上
研究生了，家里也没什么负担，又有驻村
经验，我不上谁上？”

之前在大滩镇驻村帮扶的经历，让
黄小刚积累了不少基层工作经验。在新
一阶段的驻村工作中，处理村务更显得

游刃有余。
“党家村2016年就已脱贫，但却处

于‘脱贫未振兴’的状态。”刚到村里，黄
小刚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做好返贫监
测，即调查村民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掌
握他们的动态信息，防止脱贫户因突发
意外、疾病、天灾等造成的收入骤减而规
模性返贫。2020年，党家村有两户脱贫
户因突发疾病，失去收入来源，因动态监
测及时，定点帮扶到位，及时防止了脱贫
户的返贫。

“动态监测需要我们走家串户的遍
访，这个工作可不能偷懒。”黄小刚一边
笑着解释，一边朝着路边的村民打招
呼。“老罗，出来聊一会。”“老党，我又来
烤火咯！”成了小山村里最嘹亮的声音。

92盏太阳能路灯
照亮村民夜间出行路

夜幕降临，党家村道路旁，一盏盏新
装的太阳能路灯准时亮起，将乡村的夜
晚点缀得格外温馨美丽。

“以前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到处黑黢
黢的，我们晚上很少出门。现在路灯装上
了，可以在晚上去散散步，孩子们也可以
在路灯下玩耍，再也不担心夜晚出门不安
全了，真是太好了！”……说起新安装的太
阳能路灯，党家村的群众无不点赞。

点亮路灯，是黄小刚带领的党家村
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为村民办的
一项暖心工程。黄小刚与干部们在走
访调研中发现，党家村路灯年久失修，
大多处于半亮半不亮的状态，村民夜间
出行极不方便，许多急弯处也容易形成
安全隐患。

黄小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摸清情
况当晚就和工作队连夜写报告、向派驻
单位汇报。后经多方争取，项目于2021
年 10月底落地，当年12月3日完成安
装。至此，困扰党家村群众夜间出行的
照明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92盏智能太阳能路灯，总计投资
18万元，辐射全村150余户600余名群
众。”路灯亮了，村民乐了，乡村活了。

看着晚饭后在明亮的路灯下欢快跳

起广场舞的群众，黄小刚欣慰不已。在
他看来，这亮起的一盏盏太阳能路灯，不
仅照亮了群众夜晚出行的“平安路”，也
照亮了党家村迈向发展的“振兴路”。

因地制宜出方案
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新年伊始，黄小刚和村支书谷闰生
等人，忙着谋划一件“大事”。这件“大
事”就是调整规划村里的现代农产业。

“从党家村脱贫以来，驻村书记、
村委干部一直在寻找结合当地实际、
因地制宜的致富路，来解决村民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谷闰生介绍，村里曾
相继尝试发展过高山蔬菜、中药材、花
椒、跑山鸡等产业，但最终收益都没达
到预期效果。

“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才能使党家村
群众持续增收、整体受益呢？”驻村开始
后，黄小刚一直在思考。干劲十足的他，
找专家勘测现场，探索真正适合党家村
的支撑性产业，并积极争取产业启动资
金。“不管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整
个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困难，我要做的，
就是保持初心，不因外在因素而气馁。”

“党家村自然资源丰富，光是林地就
有6800余亩，思来想去，这里还是适合
发展养殖业。”肉牛、羊产业是广元市

“7+3”农业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十三五”期间，广元市、县两级均出
台了牛、羊产业发展奖补政策，经过大量
走访，了解了村情民意后，黄小刚与同村
两委干部一致商议决定发展肉牛养殖。

“发展一项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黄小刚眺望着远方：“希望通过持续不
断的努力，让党家村在未来三五年实现
华丽转身，让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得更美
好、更幸福，让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成
为现实。”
李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谷

2月7日，大年初七，春节假期后返
岗首日，绵阳千佛山顶白雪皑皑，千佛山
脚下的老望沟村，村民们坐在自家的火
塘边，商讨着开春后的发展计划。

曾经，老望沟村交通不便。如今，当
地将红色资源与旅游相结合，打造乡村
特色旅游，让村民的荷包鼓起来。“近段
时间，我们把红军食堂进行了改造，还增
加了作战指挥室的建设。”张义兵，绵阳
安州区教体局干部，2019年3月来到老
望沟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虎年新春，
他到村里“走人户”，和村民一起商量怎
样把当地的鹿儿韭、竹笋等山珍卖出去。

新春进村“走人户”
和村民一起见证山村发展

春节期间的气温很低，千佛山又下
雪了。

“走，今天到村里去给村民们拜年！”
2月7日，张义兵和同事黄世川一起开车
前往老望沟村。

老望沟村就在千佛山脚下，这两天
山上下雪，沿着老望沟的山路上山，可以
感受到不一样的冰雪世界。

“张书记，新年好！”张义兵刚一进村，
就有热情的村民和他打起了招呼。看着
村民们脸上的笑容，张义兵知道，这几年
的驻村工作没有白干。“这两年，不但村民

的荷包鼓起来了，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来到村民王宁的家，天井里烧起了

一堆篝火，乡亲们围在一起，回忆起老望
沟村的过往。

“以前的老望沟村道路不通，村民真
的很穷。”村民陈性友说，很多村民都住
在山上，要去镇上买点东西，都是扛着一
棵小树去换钱。扛树的时候，把身上的
新衣服翻面来穿，到地方后再把衣服翻
过来。“这样就可以不把衣服弄脏。”

据陈性友介绍，很多年轻人受不了
这样的苦，选择外出打工。驻村第一书
记来了后，日子好了起来。“通过挖掘红
色文化，发展起了乡村旅游，让当地发展
驶入快车道。”陈性友说，村民借着旅游
的东风，不但办起了农家乐，还把当地的
农副土特产销出了大山。

陈性友说，老望沟村通过红色旅游
让一方百姓富了起来。在乡镇体制改革
中，由老望沟村、万佛村、川心村组建了
新的老望沟村。“我们村的面积更大了，
发展的机遇更多了。”

小山村打造红色文化走廊
通过乡村旅游让村民增收

顺着蜿蜒的山道前往老望沟村，沿
途可以看到覆盖的积雪，林间小路上不
时有游客停下脚步拍雪景。

“我们将山边的小路拓宽，修建了
2.5公里长的缩微版‘长征路’。”张义兵
说，他刚到老望沟村时，一直没有找到如
何让村民致富的路子。在走访村民期
间，了解到当地流传着老百姓当年给红
军送军粮的故事。后来查阅了千佛山相
关的战役资料，便和村民商量挖掘当地
红色元素，打造红色文化走廊。

张义兵记得，刚开始时，有村民认为
这里穷乡僻壤，修好了也没有人来，纯粹
是浪费钱。“我们通过村两委党员投资了
20多万元，成立了千佛红色走廊拓展活
动服务有限公司，由村干部带头发展旅
游产业。”张义兵说，对于参与的村民，则
由公司进行兜底，降低村民的风险。

在打造红色走廊过程中，除建缩微
版“长征路”外，还在村子里悬挂红色
标语，以及摆放“筹运军粮、积极参战、
三军会师、不菲成果”等主题雕塑。同
时，老望沟村还打造了“红军伙食团”，
聘请脱贫户来工作。游客们在品尝食
物的同时忆苦思甜，感受艰难岁月中
的风餐露宿，浓浓的红色氛围深得大
家喜爱。

据张义兵介绍，红色走廊自2020年
4月开始接待游客，到目前为止已接待
了 300 多个党建教育团队，游客达到
26000余人，销售收入年年攀升。“游客

来了，还带动了村民家里土特产的销售，
土特产年销售收入达10万余元。”

旅游淡季增添硬件设施
让红色走廊带动更多产业

张义兵说，红色走廊经过两年多时
间的运营，在游客的心中赢得了口碑。

“只有让红色走廊的名气越来越大，
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张义兵说，通过
不断完善红色走廊硬件设施，让游客来
了有吃的、有耍的。同时，还通过游客的
口碑相传，让当地的土特产、野菜等山珍
走出大山。

春节“走人户”时，张义兵和村民闲
谈时了解到，春季又到了鹿儿韭、竹笋等
野菜采摘的季节，但这些野菜不利于储
存，该如何把这些山珍销售出去？经过
大家集思广益，最后决定采取订单式销
售，在联系好订单的同时，派专人将收购
回来的野菜送到客运站，通过班车送到
顾客手中。这样既保证了野菜的质量，
又增加了回头客。

据张义兵介绍，红色走廊兴起以来，
老望沟村的跑山鸡、笋子、蜂蜜、药材等
土特产都找到了销路。张义兵相信，随
着当地的乡村旅游不断深入，老望沟村
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洪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