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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资金450余万元用于改造提升竹林—山门段2.8公里农村公路，竹林村农指员方君大着力解决困扰竹林村、山门村多年的“出行难”问题；箭岭村农
指员范蓉定期采样检测农产品，为“酵冠自然”“箭岭良耕”等酵素品牌提供数据支撑，带动箭岭、后畈、南溪等酵素系列农副产品销售突破50万元；大堰村农
指员凌庆枝发挥学术特长，一线蹲点指导高山灵芝产业，将大堰灵芝种植面积扩大至3村35亩，亩均收益近4万元，相关特色做法获市级领导批示肯定，项
目获评宁波市“双百联盟、聚力共富”优秀案例……这些都是大堰镇第十三批市区两级农村工作指导员联村以来取得的业绩。

近年来，大堰镇着眼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坚持以“农好大堰”特色工作品牌为牵引，持续发挥农指员队伍在“资源进村、项目带村、品牌塑村”方面的积
极作用，落实项目31个、申请帮扶资金1000余万元，让许多村落发生了切切实实的变化，为乡村振兴增添了靓丽的一笔。2023年，大堰镇党委首次获评浙江
省农村工作指导员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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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农好大堰”工作品牌

大堰镇山区农指员用真心实干赢得群众点赞

第十三批市区两级农指员参观箭岭环境学习中心

2月29日，大堰镇召开第十四批市区两级农指员欢迎会暨第一
次工作例会

箭岭村牵线宁波市甬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毛竹碎片加工
供应协议

大堰村农指员凌庆枝依托专业技术，引入优质灵芝中草药种植
加工产业链

“鲍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这是您这个
月的药，记得按时吃。”后畈村农指员沈安在走
访中发现，大堰不少老龄村民因居住在山区，
出行不便，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一般，病情无法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他主动当起药品配送
员，定期去医院为有需要的村民配药，并开车
70多公里送到村民家。针对村民看病难的问
题，张家村、后畈村农指员依托市级医疗资源
平台，组织开展联合会诊、专家问诊、上山送诊
等志愿服务活动，先后组织市第二医院、市中
医院专家团队赴村开展健康医疗咨询活动。

心系村民、做事踏实的农指员，赢得了村
民的信任。他们在平时还充当“老娘舅”，协
调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为
推动平安村建设，市区两级农指员主动参与

“村民说事”，2023年以来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30余起，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全体农指员坚持扎根一线，以各种形式深度
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积极当好村庄民情调研
员、政策宣讲员、矛盾调解员、共富服务员，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新格局。

2月 29日，大堰镇召开第十四批市区两

级农指员欢迎会暨第一次工作例会，23位农指
员奔赴乡村谋振兴。“要多动脑筋，发挥本单位
和个人的优势特长，结合大堰整镇重整、优化产
业结构、转化生态价值等重点工作，以及村、群
众所需，因地制宜、因村制宜，一定能帮村里做
点实事干点好事……”会上，市级留任农指员代
表方君大和区级留任农指员代表赵一岗作工作
经验分享和心得体会交流。新一批农指员表
示，将不负组织的信任，不负镇党委的嘱托，更
不负大堰人民的期望，在大堰这片充满希望的
土地上，交出一份“农好大堰”美丽答卷。

突出民生保障 共建善治“新格局”

聚焦山区产业发展难、农户增收慢的“痛
点”，大堰镇创新成立由农指员、行业顾问、职
能部门负责人等 33名成员组成的 5个“农好
帮办团”，累计实施中草药种植、旅游康养等
集体经济类项目 18个，着力建强共富单元、
放大共富效应、营造共富生态，全力促成从

“一村富”到“一方富”的生动局面。
“发展中草药产业，有利于调整大堰镇的

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山区农民就业，更重要的
是，高山中草药种植不会破坏大堰的生态环

境，可保护一方水土，推动大堰旅游再跃新台
阶。”大堰村农指员凌庆枝在综合考察后，依
托专业技术，引入优质灵芝、覆盆子等中草药
种植加工产业链，全面推进与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杭州胡庆余堂的战略合作，打造集观
光、种植等功能于一体的农旅融合项目，总投
资将达到 840万元，每亩综合效益突破 5万
元；箭岭村农指员牵线宁波市甬创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毛竹碎片加工供应协议，预计
每年可帮助低收入农户增收5000余元。

同时，持续深化新老交接见面会、季度研
讨例会、项目揭榜挂帅等机制，创新推出“蓝
青之约·农好大堰”导师帮带平台，通过“以
老带新、以强带弱、以精带疏”模式，确保工
作连贯性和项目延续性，实现个人成长和乡村
发展双提升。其中农指员冯学军，接续探索

“香橼+”新业态，迭代升级屋顶光伏 2.0版
本，以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担当作为，助力续写
张家村蝶变传奇。

突出产业带动 共育增收“新动力”

“没想到土豆也可以变成‘金疙瘩’。有
了销路以后，亩产可达1万余元，大家种土豆
的积极性都变高了。”提到“冯书记”，张家村
村民纷纷点赞。村民口中的“冯书记”是市派
农指员奉化片区组长、张家村第一书记冯学
军。他自 2021年 9月开启驻村工作，一直通
过自己的“朋友圈”帮助村民销售土豆。2023
年，在他的多次对接联系下，宁波森鑫禽业有
限公司累计收购 1万余公斤土豆销往上海。

不仅如此，他还自筹资金15万元改造村口小
公园和村门楼，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农指员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常态化细致
走访了解，梳理了解所驻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按照村民需求最急迫、受益最直接的原
则，因地制宜设计了一批“消薄”支撑性项
目。在此基础上，农指员发挥自身优势，通过
专家研究论证、要素集成支撑、组团攻坚服
务，在资金争取、项目申报、技术帮扶、设施提

升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箭岭村农指员协调宁
波市市政设施中心和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出
资20多万元为箭岭村免费安装路灯，赢得了该
村村民交口称赞。

2023年，市区两级农指员“揭榜挂帅”19个
竞绩项目，争取扶持资金 1100余万元，谋划布
局的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理、产业振
兴等各领域，有效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突出项目赋能 共筑发展“新支撑”

大堰镇坚持党建赋能“共同富裕”，以融合
共进的新型组织形态打破条块限制、要素壁
垒，筹建市派农指员组长任书记、市区两级优
秀骨干任副书记及委员的“农好”临时党支部，
以农指员主动认领项目为推进抓手，定期考评
督导，确保农指员工作有真招、见实效。全力

做好配套工作，制作“农好大堰”驻村工作手
册，全景式地展现“各村有各长”的特色元素，
增设走访记录、心得体会等内容，助力农指员
快速掌握群众重点关注的难点焦点问题。

农指员通过指导派驻村党组织建设，规
范村级管理，纵深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联

盟、家园理事等工作，开展“醉美山居”“和合乡
村”“天香茗村”“美丽经济”“酵冠自然”等 5个
区域党建联建，其中“醉美山居”党建联建工作
入选宁波市示范性党建联建典型案例。两年
间，农指员力促新建便民桥梁2座、完成道路亮
化工程3000余米、设计村庄规划6份。

突出党建引领 共聚消薄“新合力”

大堰生态文化节吸引八方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