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山：
给松树打“预防针”

日前，慈溪市龙山镇农办组
织人员在伏龙山上为松树“打
针”。为预防松林患上松材线虫
病，龙山镇将为伏龙山上 5万多
棵松树打“预防针”。

（慈溪龙山镇）

福明：
党员志愿服务获赞

上周，在鄞州区福明街道福
明家园社区广场上，社区“先锋
e 号”党员志愿者带来的便民服
务让居民连连称赞。为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福明家园社
区打造了“先锋 e号”党员志愿
服务平台，整合辖区内的萤火虫
志愿服务队、宁波市眼科医院、
福民公园管理处等多支志愿服务
力量，动员160多名党员志愿者
开展便民服务。服务对象囊括
了社区的男女老少；服务内容
有亲子阅读、关爱空巢老人、

“五水共治”、治安巡逻、生态
护绿及交通文明引导等。过去
一年，线下，平均每月志愿服
务时间达 140个小时；线上，社
区“先锋 e号”微信公众号集合
了志愿服务发布、党员志愿者
注册、活动报名、微心愿发布
与认领、志愿服务小时累计等功
能，利用“互联网+”提供24小
时便民服务。

（鄞州福明家园社区）

滨海：新品小番茄盐碱
地试种成功

日前，在余姚市滨海现代农
业区的宁波六合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正在大棚内采摘成
熟的小番茄。该公司今年首次引
进国外新品种小番茄，并在盐碱
地上试种成功。这种小番茄果品
佳、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

（余姚滨海现代农业区）

越溪：
小乡村来了大医生

这几天，宁海县越溪乡卫生
院人头攒动，10 位来自宁波李
惠利医院的专家忙着为村民义
诊。专家囊括了内科、妇科、眼
科，已为 300多位村民提供了身
体检查、疾病诊疗和用药咨询。
医生们还给村民做了“糖尿病饮
食治疗技巧”讲座，讲述最实用
的糖尿病预防和治疗知识。

（宁海县越溪乡）

南门：
泼墨挥毫送春联

1月18日，海曙区南门街道
总工会携手当地民间书法名家，
举办“写春联送祝福新春”公益
活动，为社区居民书写春联，送
上新春祝福。

（海曙区南门街道）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搭班子 “阳光”治理解矛盾

潘金坤说的“洪光书记”是三
届宁波市人大代表、潘家耷村党支
部书记傅洪光。此前，作为土生土
长的潘家耷村人，傅洪光在邻村张
家垫村任党支部书记长达15年，将
张家垫村各项工作开展得红红火
火。

面对本村和邻村的“天壤之
别”，潘家耷村老党员多次“组团”
到镇里，强烈要求请傅洪光回到本
村开展工作。他们的理由很充分：

“洪光有自己的企业，但是他舍小
家为大家。从他在张家垫村的治理
情况看，做事有能力、公正，一心一
意为村里办事，我们信任他。”

2014 年 6 月，傅洪光被任命为
潘家耷村党支部书记。他走马上任
的第一件事是重新组建村领导班
子，聚集民心。傅洪光挨家挨户走
访，对存在利益纷争的各派村民谈
自己的工作思路，许诺村班子将做
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动员村里
年轻正直有思想、有公信力的党
员、村民，希望他们勇敢地“站出
来”竞选村干部，带领大家劲往一
处使。

此举得到村民的理解，也得到
老党员的支持。2014 年 10 月，全新
的村党支部、村委会以及村务监督
委员会班子经选举产生。“班子不
强，工作不行。村领导班子建好了，
村里就有了主心骨和‘领头雁’，带
领大家形成合力，改变以往一盘散
沙的局面。”傅洪光说。

村领导班子组建后首先致力
于解决村内长期积压的各类矛盾。

为此，村班子建立健全“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党员、“群众提议、干
部承诺”、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等各
项制度，还成立“村民议事小组”。

“党员每月举行一次党员活动、每
季度上一次党课，每半年召开一次
民主生活会；村委会定期向群众公
开财务收支情况，村里大事小事由
村 民 代 表 商 讨 决 定 并 向 村 民 公
开。”傅洪光说，“很多矛盾是大家
不沟通、不交流造成的。只要信息
公开透明，大伙就不会心存疑问、
互相猜忌了，矛盾自然失去了产生
的温床。”

啃“骨头” 齐心协力谋发展

当时，村民最关注的莫过于
“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工程。潘家耷
村有340余户村民，要求“改造居住
条件，推进新村建设”是大家的普

遍愿望。但是在首期 120 户旧村改
造中，由于 20 多户“钉子户”的存
在，这一工程已招标三年却难以为
继，对此村民怨声很大。

傅洪光决定从“钉子户”入
手，逐一突破。他将村班子成员
分成三个工作小组，分别多次上
门做思想工作。“每次都是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帮助当事人分析实
际情况、计算利益关系，有时还
邀请他们的相关亲朋好友一起做
工作，打出‘亲情牌’。”傅洪光
说，大家看到村干部没有私利，
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村民，渐渐地
解开了心里的“疙瘩”。经过10个
月的努力，20 余户“钉子户”全
部被“拔除”。

如今，潘家耷村已投资 5000
余万元进行新村建设，近200户村
民拆迁，安置 146 户村民。同时，
投资 3 亿元的 9 万平方米的 800 多

套新居已规划完成。“拆迁后空出
的土地，一部分可以还田复耕，
一 部 分 能 新 建 标 准 厂 房 用 于 出
租，新建的楼房店面也能出租。
届时，村集体收入可以从现在的
一年 30 万元增加到五六百万元。”
傅洪光想方设法盘活土地资源，
为村集体增收。

除了正在一天天“长高”的
楼房，村内沟、渠、路也进行了
标准化改造，实施了“硬化、洁
化、净化、绿化、亮化、美化”
整 治 工 程 ， 新 建 了 村 民 文 化 广
场、设立了图书室，村文化礼堂
也规划完成。东头山自然村 73 岁
的党员潘岳芳非常欣喜地说：“过
去，村里夏天蚊蝇飞，垃圾到处
堆，现在‘崭新楼房整洁路、清
水绿树绕村庄’，村民素质大大提
升。村里班子强、风尚好，让我
们对村子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李贤君 邬平

年关前后，奉化松岙镇的12位
村级“民生代办员”迎来了最忙时
节，既要向镇政府的各个办公室提
供工作材料，也不能耽误村民们的
要紧事。

从这个偏远的沿海乡镇坐上
公交车，到奉化区行政服务中心办
事，一来一回至少花费3小时。镇里
共有 12 个建制村，常住人口有 1.2
万，其中不少是留守乡村的老人。

“以前出门办事像没头苍蝇，现在

我们都知道，有事就来村委会找小
汪。”80多岁的李婆婆住在淡溪村，
从村里到镇中心还得跑上近 6 公
里。她口中的“小汪”就是村里的民
生代办员汪武全。上岗至今，这名
30 出头的小伙记不清帮村民填了
多少表，跑了几趟路，已经成为各
类代办事项的“熟练技工”。

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会操作电
脑、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拥有本镇
户籍，12 位代办员都符合以上要
求。2015 年 5 月，他们通过公开招
聘正式入职，并接受了为期一周的
岗前培训。为随时掌握最新的民生

政策，他们还要参加镇级各部门的
不定期培训。他们的代办事项分为
25类，包括农村医保、农村养老保
险、低保审核、水稻保险等。遇
到村民咨询时，代办员要讲明政
策，告诉村民需要哪些资料，帮
着填表、复印材料、登记造册。每
周，代办员会带上几位村民的材
料，跑一趟区行政服务中心。村民
大部分事项足不出户办妥了，部分
必须由本人亲自办理的事项只需要
村民“跑一次”。

跟大学生“村官”相比，这
些拥有松岙镇户籍的民生代办员
具有较强的岗位稳定性。“从‘外来
的媳妇’到‘靠谱的小娘’，村民们
对我的称呼在改变。”上汪村是施
婷的婆家，如今她已经对常住村民
情况很熟悉，走在路上，常有人和

她笑着打招呼。刚接手这份工作
时，听不懂本地方言成了她最大的
障碍。她还记得，汪大爷的听力很
差，免费领取的助听器却在干农活
时弄丢了，只好重新申请。施婷拿
着表格去了他家七八次，扯着嗓子
叫门，最后还是家中的小狗“提醒”
汪大爷开门。好不容易等他的老伴
回家，施婷有了“翻译”，费了好大
工夫填完申请表。“有的老人不识
字，子女不在身边，因为担心自己
吃亏，会忍不住冲我发火。”施婷
说，做代办工作难免遇到委屈，但
她深深理解村民的不容易，坚持以
微笑化解怒气。

能办的要尽快办，不能办的要
解释清楚。“事事有答复，件件有落
实”，这是考核 12 位民生代办员的
首要标准。截至目前，全镇累计代

办各类事项2500余件，接受群众咨
询 620 余 人 次 ，群 众 满 意 率 达
100%。

“这批代办员是沟通村民和镇
政府的桥梁。”该镇党委副书记单
华锋介绍，代办员不仅要为村民服
务，也是镇里各部门在各村的联络
员。各村支部、村委三年就要换届，
而且，许多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
程度不高，对现代化办公软件所
知甚少。以前，镇里各部门在各
村的联络员都由村干部们兼任，

“兼职报酬”不高，各部门的任务
也是“苦乐不均”，村干部对这些
工作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现
在，“上面千条线”的联络工作归
结到全职的代办员手里，再没有

“踢皮球”的现象，沟通效率大大
提升。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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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汪 泳

驻村身入更投入

陈李剑是本届 98 名市派农村
指导员中的一员。他所驻的马岙
村位于宁海西北部，毗邻新昌和奉
化、天台三县交界处，是宁海海拔
最高的村庄之一，附近望海岗海拔
931米，从村里到镇上办事，没个把
小时到不了。就在这样一个偏僻之
处，陈李剑一呆就是3年。

2015年，陈李剑被下派任农村
指导员，到 2016 年底已干满了一
届，本可以回校。2017年初，他又主
动提出再干一届。领导问他：“你已
完成两年基层工作，为什么还要
去？”他回答：“很多工作打好了基

础，需要推进，我想做好这些实事。”
高山村没有住宿条件，陈李剑住在
镇上，每周有四五天在山里。在马岙
村期间，温州籍的他听懂了宁海话，
还会用简单的宁海话与村民拉家
常。“他是来我村的第三位农指员，
挺会吃苦的。建公厕、建菜场、装摄
像头、慰问困难群众，办了不少实
事。”村党支部书记俞一才说。

众筹助学力量大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陈李剑
心里始终牵挂着村里的马岙小学。
马岙村办学条件与城镇反差较大。
他先后牵线、组织民盟宁波市委教
育委员会、民盟宁波教育学院支
部、宁波教育学院成教学院党支部
和工会等，来到马岙村小学、幼儿
园调研，并送上急需的书籍、教辅

器材、玩具等。同时，联合宁波市科
协、宁波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宁波
科学探索中心、宁波工程学院等举
办的“科普大篷车进乡村小学”“疯
狂科学实验秀”等活动，让乡村儿
童在欢乐的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
跟城市小朋友一样享受科学世界
的无穷魅力。此外，他还联系宁波
空运行业协会与马岙村小学结对，
首次帮扶活动捐赠了近 5000 元的
学习用品。

看到学校教师工作条件艰苦，
他又协调相关部门，落实 2.4 万元
教师补助金、20台学生教学电脑、4
台教师教学笔记本电脑。

成为村民好朋友

马岙村治安监控设施滞后，全
国文保单位俞家宗祠木材雕刻构

件被盗。陈李剑自筹资金，与技术
员、村干部一起实地勘查、设计、施
工，在村社区中心广场与俞家宗祠
安装光纤红外视频监控系统，努力
确保村庄的长治久安。

有一次，大水冲坏了村口大
桥，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工作和生
活。陈李剑又协调相关单位为大桥
落实10万元维修费。为丰富村民日
常文化活动，陈李剑还设法为马岙
村文化礼堂捐赠一套价值 10 余万
元的数字电影播放与音响设备，自
费为村委会办公楼安装无线网络。

村民喜欢和陈李剑交朋友，也
喜欢托他办事。他也尽心尽力为村
民们解决实际困难。

“李剑，家里种的猕猴桃卖不
出去了，你想想办法。”村民俞法军
对他说。陈李剑马上通过微信朋友
圈帮助推销。

“李剑，看医生太不方便了，你
想想办法。”陈李剑便组织民盟宁
波市委会18名医疗专家来村送医，
并送上5000元左右的常用药品。那
天，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们闻讯来
了，把医生围得水泄不通。

村民再也不愁人难找、表难填、路难跑

奉化松岙：
村村都有“ ”

前几天，宁海深甽镇马岙村的气温是零下五六度，陈李剑冒着严寒忙着查看村口、
村尾的提升工程。他是宁波教育学院委派担任深甽镇镇长助理、马岙村农村工作指导员。

走进海曙区洞桥镇潘家耷村，三层的联排别墅错落
有致，五层的新建村居拔地而起；村内，房前屋后整洁干
净、村道河道清澈透亮。

而三年多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那时村民为了各自
利益不顾团结稳定，吵架打闹经常发生，甚至影响村干部
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大多数村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潘
家耷村村委会主任潘金坤告诉记者，“2014年，洪光书记来
了后，带领大伙上下齐心，村容村貌以及村民精神面貌短
短几年发生了巨变。”

农村指导员陈李剑：

心留高山 情系村民

图为民生代办员施婷正在接受老人们的咨询。 （项一嵚 摄）

一位市人大代表的乡村治理实践一位市人大代表的乡村治理实践

潘家耷村潘家耷村：：强班子聚人心谋发展强班子聚人心谋发展

民生代办员民生代办员

潘家耷村新村建设正酣。（陈朝霞 摄）

图为陈李剑 （左一） 在督查村口提升工程。（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