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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丘县王村乡前赵寨村，村民
们提起市市场监管局驻村第一书记
王自新，总是赞不绝口，言语间满是
感激。立夏时节，田野里到处孕育着
丰收和希望，带着好奇与敬意，记者
走进前赵寨村，探寻这位驻村第一书
记的故事。

初见王自新，他皮肤黝黑，眼神
中透着坚定与温和。谈及7年前初到
前赵寨村的情景，王自新坦诚地告诉
记者：“说实话，一开始我是不情愿来
的。在市里上班，工作按部就班，相
对舒适、轻松。但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可谁能想
到，这一驻就是7年。”

刚驻村那会儿，王自新对农村工
作并不熟悉，环境陌生，工作开展困
难重重，他也曾多次想回市里上班。
但由于局里一时选不出合适的接替
人选，再加上他性格随和、好说话，这
一留，便开启了他与前赵寨村的不解
之缘。

“这 7 年，真的有太多酸甜苦辣
了。”王自新感慨道。2018 年刚驻村
那一年，面对全村1200口人、53户贫
困户，建档立卡、家访统计，熬夜加班
成了家常便饭。为了完成工作任务，
他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心中多少
有些怨言，但当看到为村民办的实事
得到肯定时，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他
忘不了一次次挨家挨户防止返贫动
态排查，仔细询问每一户家庭情况；
忘不了一个个打电话核实务工人员
信息，督促申报务工奖补；忘不了动
员脱贫户办理小额贷款，经济扶贫分
红时他们露出的笑脸；忘不了微信群
里动员群众整治环境卫生，一遍遍苦
口婆心的劝说；更忘不了街坊邻居热
情地送来自家种的蔬菜水果，那一份
份朴实的情谊。

在改善村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王自新和工作队不遗余力。每年工

作队都会拿出 1 万多元支持村里工
作。2017 年，新村委会建成，工作队
又拿出 1.7 万元配齐空调、办公桌
椅。2018年年初，他积极向市市场监
管局申请2万元资金，为村里安装了
87 盏路灯，让夜晚的村庄亮了起来。
前赵寨村作为“美丽乡村”示范单位，
工作队又出资8万元为村里街道安装
减速带，修建村游园、广场和形象宣
传墙等，先后为村里配齐8套机井的
潜水泵灌溉设施，解决了村民浇地难
题。为活跃村民文化生活，工作队还
为村锣鼓队购买表演服装。2022年，
在“春蕾计划”行动中，他为8名贫困
女童争取到 7600 元救助帮扶资金。
2024年年初，他申报20万元项目资金
安装 127 盏太阳能路灯，每年为村里
节约电费1.6万元。村里申报扶贫资
金重新铺设街道、修建下水道资金不
够，他协调企业赞助4.5万元，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王自新主动
当起村民的“送货员”“调解员”。他
帮助村民卖苹果、大蒜、红薯、粉条、
蔬菜，自己倒贴油钱，只为帮村民增
加收入。村民家中遇到困难，他总是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村民家中失火，
他冲进厨房抢出液化气罐，带头捐
款。看到村民生活困难，他不仅送上
衣物，还动员帮扶人捐助家具。村里
两口子感情纠纷、婆媳矛盾也都愿找
他这个“城里人”说道说道评评理。
他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

7 年来，王自新早已融入前赵寨
村，成为村里的一员。这里的一草一
木、一人一事，都让他难以割舍。

从“不情愿”到“放不下”，王自新
用7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帮
扶故事，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与担当，也在前赵寨村的发展历程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不情愿”到“放不下”
——驻村第一书记王自新的故事

□记者 刘志松

王自新（左）给村民送衣物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5月9日，
在获嘉县太山镇太山村的蔬菜大棚
内，绿浪翻滚，清香扑鼻。一颗颗饱
满圆润的包菜如翡翠镶嵌田间，村民
们正忙碌采收这“土里长出的金疙
瘩”，百亩菜田里奏响了乡村振兴丰
收曲。

党建领航聚合力，联户带富绘蓝
图。“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赚钱！”太
山村党支部创新推行“1+N”联农带
富模式，由2名有包菜种植技术的村

“两委”委员和5名党员种植大户组建
帮扶队，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带
动20余户小户抱团发展。“我家跟着
合作社种了2亩大棚，每亩纯收入比
单干多挣 2000 元！”村民周克钊捧着
沉甸甸的包菜喜笑颜开地说。通过

“村委教技术、大户示范种、小户跟进
学”，全村早熟包菜种植面积突破100

亩，户均增收1万元，走出支部引路、
能人带路、产业铺路的共富新路径。

土地流转集资源，科技赋能提质
量。在镇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
支持下，太山村将零散土地整合流转，
村集体统一流转土地，农户既可获每
亩600元租金，又能获得200元补贴，
还能进棚务工赚“双薪”。“政府免费发
生物农药，农技员每月来指导，病虫害
少了，产量涨了两成！”种植户周留善
说。集约化种植让每亩定植密度达
2500余棵，较传统模式增产20%。

村委架起“产销桥”，蔬菜基地连
四方。“过去最愁销路，现在村‘两委’
当红娘，咱的菜直供永辉、胖东来！”
清晨6点的太山田间地头货车排着队
等待蔬菜装车，太山村党总支部书记
马吉设正指挥装运发往郑州的3吨包
菜。通过年前召开在外知名人士座

谈会，太山村整合资源，挖掘出企业
采买、公司采购、超市零售等多条销
路，太山村又发挥地理位置优势，依
托同鑫大道、陈太线、安王路等“四好
农村路”建设，实现日均发货10吨，吸
引8家批发商驻点收购。太山村计划
建设的2000平方米冷链仓储中心，让
蔬菜存得鲜、运得快、卖得贵，将“小
菜篮”真正变成“聚宝盆”。

随着包菜产业渐入佳境，太山村
正谋划四季常青的蔬菜版图。育苗
大棚里，黄瓜、西红柿果实已挂枝头，
预计年底将新增 50 亩特色种植区。

“通过招商引资，我们计划明年引入
蔬菜加工产业链，开发净菜加工，让
好土好菜卖出好价钱！”太山镇党委
书记王向军说。从一颗包菜到一桌
好菜，太山人正以产业之笔，书写乡
村振兴的壮美篇章。

党建引领产业兴旺
走出乡村振兴好路子

原阳县奏响
水稻种植“进行曲”
机械化助力
育出丰收“好苗头”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当前，原阳县的
水稻种植已全面迈入了育秧的关键时期。
5月10日，记者走进该县的水稻种植区域，
一幅幅繁忙而有序的育秧画卷徐徐展开。
水稻育秧流水线在这里马力全开，工人们
与先进的育秧机默契配合，共同演绎着自
动化育种的精彩篇章。

当日上午，记者在原阳县太平镇太东
村看到，工人们正将一个个空秧盘整齐地
放入传送带。随着传送带的匀速运转，铺
土、喷水、加种、覆土等一系列育秧流程如
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令人惊叹的是，平
均每 5 秒就能完成一盘标准化秧苗的制
作。工作人员在流水线旁忙碌穿梭，辅助
完成各项操作，并将制作好的秧盘从传输
带上移出，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机械化育秧不
仅大幅降低了育秧成本，还实现了省时、省
力、省种的效果。与传统的人工育秧相比，
机械化育秧的效率提升了约20倍，育秧率
更是高达95%，日均制作秧盘9000盘。原
阳县嘉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社员王玉坤
感慨地说：“现在育秧都是机械化操作，已
经彻底替代了传统的人工育秧方式。最重
要的是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大家也不再那
么辛苦了。”

据悉，近年来，原阳县始终将农业机械
化作为稳定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抓手，持
续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与设备。

百亩桑葚园迎来大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延）“五一”小长假过
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祝楼乡胡堂庄村的
百亩桑葚园迎来丰收季。

5月11日，祝楼乡胡堂庄村百亩桑葚
园，犹如一片紫色的海洋。不同品种的桑
葚错落生长，游客们穿梭在桑林间，踮脚、
伸手、采摘，不一会儿，手中的篮子就装满
了新鲜的桑葚果实。

“今年桑葚提前成熟几天，刚好赶上
‘五一’假期，我就随手发个抖音，没想到
火了。”胡堂庄村勤富农场负责人银峰夸
起桑葚如数家珍，“桑葚浑身是宝，桑皮、
桑叶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药材，我们把
树叶加工成桑叶茶，把桑葚深加工成桑葚
干、桑葚酒、饮料、冲剂。”

据介绍，胡堂庄村栽培果桑林已有12
年时间，目前达到 120 多亩，年产桑果近
200 吨。在这片超过百亩的桑葚园里，有
着黑珍珠、白玉王等10多个品种，又大又
甜的桑葚采取有机种植的方式，不使用化
肥和农药，可以直接品尝最新鲜的果实。

“听说这边桑葚熟了，带着孩子来玩，这
里桑葚个头特别大，又酸又甜。”一名来自市
区的市民表示，这趟采摘之行非常值得。除
了采摘，桑葚园还推出特色扎染活动。

今年以来，胡堂庄村以桑葚为媒，串联
起“生态农业+深精加工+文旅体验+健康
生活”的多元场景，带动周边百余人就业，
让“小果子”成为乡村振兴的“大引擎”。

祝楼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李帅磊告诉
记者，近年来，祝楼乡大力发展桑葚、茵陈
等特色农业产业，着力助力群众增收。“下
一步我们将依托中原农谷八大领域种业
研发优势，着重提升产品品质，扩大产业
规模，带动群众增收，打造祝楼乡特色农
业产业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