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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
淀多少真情。

17 年来，宁波各地各部门坚
持“年轻干部到一线去、优秀干部
从一线来”的工作导向，把驻村帮
扶制度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
台，一大批干部在驻村岗位上熟悉
了基层、丰富了阅历、锻炼了能
力。特别是一批年轻干部在过程中
接了地气，提高了做好群众工作、
处理复杂事务的本领。

“驻村一时，情系一生！”来自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农指员赵立年
道出了广大农指员的心声。2019
年 3 月，他被选派到奉化区溪口镇
葛竹村。那是一个地处四明山腹
地、交通不便的小山村，村民人均
年收入不到 2 万元。

在当农指员的 892 个日日夜夜
里，赵立年和村“两委”班子一道
带领全体村民苦干实干，争取到各
类项目建设资金 1300 多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由 2018 年的 7.5 万元
跃升到 2020 年的 163 万元，葛竹村
成功创建为省历史文化名村、省法
治建设示范村，村党支部连续 3 年
获评五星级基层党组织，村文化礼
堂成为溪口镇唯一的四星级村文化
礼堂。

在此期间，赵立年的民情日记
就没离过身，足足 5 大本，密密麻

麻记载了村里的大情小事，村里的
自然资源情况、经济基础、文化历
史遗存，他都了然于胸；村里每一
户贫困户的基本情况、住址所在、
致贫原因、帮扶措施等信息，他都
了如指掌。不到两个月，原来进村
就叫的几条狗，现在见了他就像见
了村里人一样。

驻村帮扶，是一段经历，是一
份体验，更是一份财富。

按照组织要求，派驻干部要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带头落实“联系
不漏户、党群心贴心”，深入开展

“包网入户”行动，每年走遍派驻
村所有农户 1 轮以上，做到“群众
有不满情绪、有突发事件、有矛盾
纠纷、有婚事丧事”四必到以及

“ 村 里 的 困 难 家 庭 、 危 重 病 人 家
庭、空巢老人及留守儿童家庭、信
访户”四必访。

迈过语言、生活、交通、家
庭等一道道“关卡”，克服打破原
本工作生活节奏后的种种不便和
困难，农指员们沉到一线，在广
阔农村里努力吸取成长成才的养
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许
许 多 多 真 心 为 民 服 务 的 农 指 员 ，
被村民们一再挽留。他们说，农
指员是村里的自家人，不能让他
走。

可以说，在深入山区海岛村

庄、田间地头，与农民群众同劳动
“零距离”的过程中，来自各个单位
部门的年轻干部从“带着感情做”到

“做出感情来”，既磨炼成了“一身汗
两腿泥”的“编外村民”，也为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近两年来，近五分之一
的市派农指员被提拔重用。其中，宁
海县直接把驻村干部的实绩表现作为
选拔任用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93
名 第 一 书 记 因 表 现 优 秀 得 到 提 拔 、
648 名农指员获得省市荣誉。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障农
指员制度的有力推进，宁波自 2004
年开始就针对农村指导员队伍庞大、
来源不同的实际情况，按照“严管
理、强服务、多关爱”的方针，采取
有力举措，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对农
指员队伍的服务管理，确保管好用
优。

多年来，宁波已建立起市、区县
（市）、乡镇和派出单位多重保障服务
机制，如市级管理部门每年出台文件
明确农指员的各项工作要点和保障措
施；各个派出单位建立领导挂点联系
制度，落实农指员工作和生活相关待
遇；市县两级农指办经常到驻点乡镇
和村调研指导工作，掌握农指员驻村
工作落实情况；乡镇积极为农指员工
作和生活创造必要条件，保障农指员
扎根基层安心工作。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一线磨炼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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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都有农村工作指导员，乡乡都有驻村第
一书记”，已成为我市农村工作的一大特色，“农村
工作指导员”更是坚持 17 年的农村帮扶工作品
牌。

17年如一日，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作为联系
服务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帮扶农村发展的重要举
措，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共同富裕的幸福路上
扎下了根，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眼下，站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的
新起点，驻村帮扶工作也持续焕发生命力，尤其需
要一大批优秀农村工作指导员投身乡村，努力耕
耘、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乐于奉献，为高水平推进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贡献力
量、助力增辉。

“我们将接好‘接力棒’，扎根
农村、倾情奉献，把汗水洒在希望
的田野中，把成绩写在坚实的大地
上，努力交出一张组织满意、群众
认可的高分答卷。”9 月 19 日，市
派村第一书记和第十三批农村工作
指导员工作动员会上，第十三批农
指员、来自市经信局的冯学军代表
发言。

根据市里部署，新一批农村工
作指导员已整装启程，带着群众的
期待，肩负时代的重任，向着广阔
的农村天地出发。这一次，计划在
市级选派的 120 名和区县 （市） 选
派的农村工作指导员中，同步遴选
了 100 名左右符合条件的中共党员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更大力度做
好驻村帮扶工作。

实施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部
署并推动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是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重大决策。一
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经
过 17 年的耕耘，“村村都有农村工
作指导员，乡乡都有驻村第一书记”
已成为我市农村工作的一大特色。

17 年披荆斩棘，17 年砥砺同
心。在宁波，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
经历了从全域帮扶到精准帮扶、从

“输血”帮扶到“造血”帮扶、从
资金帮扶到智力帮扶，从单一帮扶
到组团式帮扶、从政府主导帮扶到
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帮扶的转变，全
程见证了农村翻天覆地的新发展、
农民生活日新月异的新变化。

特别是 2013 年开始，我市为
支持配合全市推进相对欠发达区域
跨越式发展的政策要求，针对经济
薄弱村实行重点精准派驻，将农指
员个人特长与派驻村的实际需要相
结合，及时对派驻村进行适当调整
优化，提升派驻针对性和帮扶匹配
度，做到精准选派、调查研究、摸
清底数、找准产业。

在象山县高塘岛乡龙珠村，浙
江万里学院派驻象山高塘岛乡龙珠
村农指员汪财生一次次被乡、村干

部和村民挽留，已担任该村农指员
整整 8 年时间。因为历史原因和地
理因素，这个小村村民外出务工、
经商人数较多，留守村民以中老年
及妇女儿童为主，以捕捞小海鲜、
粗放经营柑橘、蔬菜栽培为生，村
集体经济非常薄弱。

2015 年受组织委派以来，汪
财生充分发挥所在高校在技术、专
家、服务等方面的团队优势，积极
协助土地流转后的农业企业创办农
业精品园区，多次带领省农科院中
药栽培专家，市农科院、学校等果
蔬专家实地为企业指导，抱团为企
业解决生产实际困难。

目前，他已为企业引进经济效
益较高的农业新品种甜瓜、紫色玉
米、土豆、火龙果、猕猴桃、拇指
西瓜等 10 余种，为农民致富提供
了新途径。其中，红心火龙果经过
栽培和深加工，已成为当地知名产
品，获得了较好的示范效应。

除了帮助所驻村找到强村富民
的“源头活水”，我市还坚持协作
互补，在市派农指员中按技能和特
长划分，分别组建了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和文化宣传等多个专业服务
团队，实现跨区域协作帮扶，服务
共享，千方百计促进各类社会资源
要素向帮扶村流动配置，引导有

“三农”情怀的企业、社会组织和
乡贤、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
参与。

也是从今年开始，除一般的机
关干部外，还根据乡村振兴的迫切
需要，选派了更多有农村工作经验
或涉农方面专业技术特长的人才，
以及懂现代农业、乡村旅游、文化
创意、建设规划、综治维稳的人
员，推动更多资源要素流向农村。

第十三批农指员之中四分之一
来自国企、高校和各类金融机构，
目的就是更好地撬动资源，转变帮
扶方式、丰富帮扶载体，推动政府
部门、社会资本、公益组织等共同
参与，努力构建形成开放式、多层
次、广覆盖的新型帮扶体系。

一任接着一任干
17年使命接力

记 者 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汪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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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共同富裕，最大的短板在
农村，最大的潜力也在农村。

对于这一点，来自市交通运输
局的农指员徐国飞有着深切的感
受。2017 年 1 月，他被组织选派为
宁海县深甽镇驻双坑村农村工作指
导员。双坑行政村为一般行政村，
辖双坑、乌糯坑两个自然村，位于
宁海县的西北部，四面环山，平时
常住人口不足 200 人。

“过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
为了争取扶贫资金，这里搞一点建
设，那里修一点道路，自认为搞村庄
建设总是好事，没想到‘东一榔头西
一棒’，没有充分发挥资金的最大效
益，造成了浪费。”徐国飞说。

所以他先着眼长远，将主要精
力放在为村庄建设规划蓝图上。一
方面自己多次徒步进深山，将两个
自然村情况摸透，另一方面与村干
部、村民代表、规划设计院等一道
审定规划、提出意见，从而绘就了
双坑自然村和乌糯坑自然村两份结
合各自特点的高起点规划方案。

其中，乌糯坑自然村采取“三
统一”模式 （土地统一回收、住房
统一建造、村庄统一管理），加快
了美丽乡村建设步伐，被宁海县评
为全县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双坑自
然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于 2018 年
底得到镇政府和宁海县相关部门的
认可，2020 年上半年完成一期建
设。

在数个小时车程之外的余姚市
梁弄镇横坎头村，来自市农业农村
局的第十二批农村工作指导员余晓
华和王建军同样为了“浙东红村”
横坎头的长远发展努力奔走，以抓
产业提升、党建助力、新农村建设
为切入点，努力实现农村产业帮扶
和党建升级，更好促进浙东红村农
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为了提高这里的农业机械化水
平，同时做好村级传统竹笋、番薯
等农产品深加工来延伸产业链，两
人多次邀请宁波、余姚市农业机械
化服务总站工作人员来村与水果栽
种大户召开座谈交流会，争取农机
补助资金 30 余万元，就轨道机、
烘干机等农机采购形成实施方案，
并注册成立了“初心农产品”合作
社并确定实施主体与场所。

据不完全统计，果香园的轨道
机运行仅半年多就节省了大约一半
的劳动用工；“初心农产品”合作
社已为农户代烘干农产品 26400 公
斤，帮助销售困难户销售农产品
660 公斤，在方便老百姓同时也大
大实现主体增收，也为下步农产品
深加工及加快推进农旅结合奠定了
基础。

打好“党建牌”，助力建强红
色堡垒；下好“共富棋”，助力实
现强村富民；唱好“文明曲”，助

力提升乡村善治；办好“民生事”，
助 力 解 决 群 众 困 难 ； 走 好 “ 创 新
路 ”， 助 力 完 善 帮 扶 机 制 ⋯⋯ 多 年
来，广大农村工作指导员主动融入

“第二故乡”，以造福一方百姓为己
任，落地了一批农村发展项目，帮办
了一批群众实事难事。

2019 年，宁波选派了第十二批
农村工作指导员 3537 名，同时各地
还选派了 247 名驻村第一书记。驻村
帮扶期间，他们帮助落实经济发展项
目 2179 个，争取扶持资金 2.6 亿元，
捐赠物资价值 5570 万元，帮助群众
代办申报各类事项 2.4 万余件次，调
处各类矛盾纠纷 1.4 万起，切实提升
了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站在“十四五”规划开局的新起
点，瞄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
行市的新标杆，广袤农村孕育着前所
未有的勃勃生机和大好机遇。农指员
们奋战在乡村振兴的最前线，责任在
肩，主动担当，时不我待。

走好发展共富路 奋战乡村振兴第一线

来自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赵立年 （中） 开展村情民意调研

来自市农业农村局的余晓华 （右一） 和王建军 （中） 在果香园基地为
农户进行猕猴桃种植技术指导

来自市交通运输局的徐国飞 （左） 把旧村改造协议书交给村民

市科协派驻宁海县深甽镇大洋村农指员洪阳指导村民种植仿野生鲜竹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