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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的小事
心中的大爱

指导员驻村手记

20年前的春天，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亲自部署推动下，浙江率全国之先，有组织地选派机
关干部到农村担任指导员，并形成了农村工作指导员
制度。20年来，浙江各级共选派48万余名农村工作
指导员奔赴基层。他们薪火相传，接力奔跑，用真情
实干和责任担当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驻村答卷”。

岁末年初，记者选取5位指导员代表，跟随他们
的脚步，倾听田野的回声，由此近距离观察：新时代的
乡村干部，如何当好百姓贴心人。

下沉：难忘的驻村“第一会”
我是杭州市人大派驻杭州市淳安县临岐镇叶家

畈村的指导员王暨平。我从小在丽水山区长大，父亲
干了34年驻村蚕桑技术员。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
对农村也有着不一样的感情，经常想着能像父亲那样
为村里做点事情。

2021年，我主动向组织申请驻村帮扶。把家搬到
村里，两年多来我和村民朝夕相处，亲身参与这个山
区乡村的蝶变。

在村里工作，群众认不认你，就是看有没有真正
帮大家办实事。

2021年12月，我第一次参加村民代表大会，就有
村民“开炮”：“快过年了，家里动不动停水，市里来的
干部能不能给解决一下啊？”原来是村里供水管网年
久失修、漏水严重，但因资金没着落拖了好多年，村民
意见很大。我一户户上门了解情况，上山查看管网和
水源，越走越受触动、越不是滋味。我与村两委研究
对策，多方奔走争取支持，最终顺利完成了管网改造，
让村民喝上了放心水。

这件事后，我在村里的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加固
跨溪大桥、建设文化广场、改造厕所等，一件件老百姓
关心的事相继办成。

【记者观察】2004年3月，浙江下发《关于建立农
村工作指导员制度的通知》，省派首批100名农村工
作指导员奔赴情况最复杂的村子，带动市县乡选派
3.8 万名机关干部，实现村村都有农村工作指导员。
王暨平的故事说明，指导员工作要紧扣“推动党委、政
府工作重心下移”这条主线，将这项制度作为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深入推进“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在
村里抓工作，坎坎坷坷的事有不少。只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以真心换真情，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

2024年2月2日，王暨平（左）在走访群众。

这是这是20222022年年33月月2525日拍摄的杭州市淳安县临岐镇叶家畈村日拍摄的杭州市淳安县临岐镇叶家畈村。。

破难：“后进村”里的“救火队长”

我是湖州市安吉县交通局政策法
规科科长马斌。2023年5月，我第一
次以农村工作指导员的身份，到安吉
县天荒坪镇白水湾村报到。农村对我
来说并不陌生，但真正一头扎到村里，
脱产两年，感觉没有底。

村里有工业企业185家，商户120
家，外来人口 4000 人，远超本村人
口。天荒坪镇是省内明星镇，共11个
行政村。但2021年和2022年，白水湾
村考评连续两年倒数第一。湖州曾评
选“全市最脏村”，白水湾村名列其中。

更受打击的是，我到任两周后，村
党总支书记辞职。我这位第一书记、

农村工作指导员临危受命，负责让村
庄步入正轨。

村里的菜场一度矛盾重重，商户
和村干部长期互相指责。我们对相关
人员分头做工作，说服商户规范经营、
配合管理。通过公开招租，引入农贸
市场第三方经营管理，每年可为村里
稳定贡献55万元租金收入。

我是交通局出来的干部，多次对
接交通、交投、村镇建设办等部门，
推动村民呼声强烈的两条农村公路
得以立项。此外，解决村里长期存
在的脏乱差问题、实施家宴中心提
升改造……我使出全身本领，攻克了

不少难关。
去年下半年，在组织部门统筹下，

新一任村党总支书记顺利上任。去年
全镇对11个行政村综合考核中，白水
湾村位列第4名。村里完成村集体收
入 207.8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4.75 万
元，居全镇前列。

【记者观察】20年来，浙江突出“供
需对接、精准匹配”，建立完善“菜单
式”选派机制，确定需要帮扶的重点乡
村。同时，建立省市县乡四级驻村指
导人员信息库，综合分析干部的专业
背景、特长优势、工作经历，推动派出
单位与派驻地方“双向选择”。

合力：望闻问切，为锦绣村“锦上添花”
我是“80后”干部彭铖，中共杭州市

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长，2023
年任临安区玲珑街道锦绣村指导员。

玲珑街道、锦绣村，名字一听就很
美。但初到村里，我看到的是集体经
济几乎为零、班子战斗力弱、被街道列
入后进村……到村里扎根，首先要了
解村情。一番“望闻问切”，心里有了
底数。

先望：作为党史工作者，首先引
起我注意的是村里的老建筑。带上
测量工具，我逐一在本子上记下：明
清时代的古民居、区级文保单位永乐

桥、盛氏古宅……这些都是村里发展
的老底子。

后闻：听村干部说，村里有万亩毛
竹、千亩良田、百亩野蜡梅，有瀑布、小
溪，充满乡村野趣，还有不少农户养盆
景，但苦于不知道资源如何转化。

再问：发展有哪些难题，群众有哪
些期盼，增收有哪些渠道？桩桩件件，
我把调查研究当作工作突破口。

最后切：就是想办法。第一要务
是抓班子建设，明确责任、规范制度，
努力摘掉“后进村”帽子。我甩掉“书
生”面子薄的毛病，硬着头皮四处奔

走，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改善村容村
貌。不久后，村内道路拓宽、护栏安
装、电力改线等工程有了着落。今年
还计划张罗村里首个盆景节，让村民
的爱好变成财富。

【记者观察】在指导员办实事过程
中，既要自己主动谋事，也要上级部门
大力支持。20年来，浙江注重形成“一
人派驻、全单位压上”的工作格局，把
派驻村作为部门工作联系点、村情民
意观察点、工作创新试验点，落实部门
帮扶责任，积极提供资金、技术、信息、
人才等方面支持。

坚守：村民以“红手印”4次挽留
我是台州市仙居县政协派驻仙

居县埠头镇振兴村的农村工作指导
员张新建。我是农业大学毕业，干的
是农村工作，与农村有着不解之缘。
2011年起我先后在仙居县金竹溪村、
振兴村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一干就
是 12 年，原来两个穷山村也变成了

“绿富美”，我也有了难以割舍的“第
二故乡”。

刚到金竹溪村时，“道路烂嗒嗒、
村庄破落落”，而村班子成员原先平
均年龄近60岁，20多名党员选不出1
名书记。我就一个一个上门做外出

能人的工作，有的还“三顾茅庐”请回
村，后来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下降了
15岁，活力、战斗力大大提升。村集
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从过去几乎空
白增长到 153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
了两番。

振兴村原先是个无山无水无产业
的“三无村”，我上任后通过反复调研，
发现村里附近废弃矿山阳光充足，很
适合搞大白鹅养殖项目。说干就干，
我们建起百亩万羽大白鹅养殖基地，
给低收入家庭免费提供鹅苗，还利用
养殖场顶棚开发光伏项目，去年村集

体收入突破百万元。
我与村民共同奋斗，和大家的感

情越来越深。金竹溪村的群众每次听
说我要调走，大家就按“红手印”联名
挽留，一留就留了4任。

【记者观察】要改变农村面貌，不
是一天两天的事。要做好农村工作，
贵在坚持。20年来，浙江始终坚持把
最需要的干部派下去、一棒一棒跑好
驻村工作接力赛。省级层面7次发文、
8次召开会议深化推进，持续加强精准
选派、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不断推动
这项制度走深走实。

振兴：插上科技翅膀、飞出大山的红高粱
我是浙江省科协派驻衢州市开化

县大溪边乡上安村的指导员张凯。上
安村曾是浙江省重点贫困村，2015年
开始尝试种植红高粱。在这个村的示
范下，目前全乡种植面积已达6400余
亩，带动在家村民人均增收 5000 余
元。上安村红高粱产业基础很好，要
如何让这片高粱地持续增收致富？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我在上安村
举办起农函大农民培训班，引进省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当地及周边县市

农民提供学习交流平台，提高农户生
产种植技术。自2022年开班以来，培
训农民达15000余人次，培养本土专业
技术人才30名，签约合作项目2个。

同时，我还联合浙江省食品学会，建
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科技平台——衢
州开化红高粱产业加工服务站，深加
工的当地特色农产品也逐渐走出大
山，走进城市的商超。老百姓的收入
也随之水涨船高，生活质量得到显著
提升，2023年村民人均收入25000元，

村集体总收入达500万元。
【记者观察】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同样一片
高粱地，指导员张凯借助科技力量，帮
助村民找到了价值提升的金钥匙，带
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浙江主动适应“三农”工
作形势任务变化，不断迭代帮扶模式
和理念，积极培养当地“新农人”和“科
技二传手”，给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新鲜
血液。

本版文图均来自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