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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中旬，余磊的妻子北上
探亲，就在这次探亲过程中，妻子也见
证了余磊的光荣时刻——被安图县明
月镇福利村授予“荣誉村民”称号。

原来，福利村全村共有户籍人口
109户322人，贫困户就有55户113
人。去年，福利村打算上马黑木耳种
植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他们
通过县政府办公室找到我，希望我们
能想想办法。”

余磊为福利村争取资金28万元
用于黑木耳种植和花卉苗木培育，助
力发展集体产业项目，开启了帮扶福

利村的脱贫之路。今年，福利村有望
依靠这个项目，增收10万元以上。

与此同时，余磊在在一次入户走
访中，了解到福利村张代成家境困
难，主动提出帮助其女儿张晶晶完成
学业，目前张金晶就读高一，余磊将
给予张金晶每年6000元供其上学，
直至大学毕业。

“这个荣誉让我更加坚定，要以
脱贫攻坚工作为自己的第一使命，继
续发挥自身工作优势，为安图县顺利
实现脱贫摘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
量。”余磊这样说道。 记者 林伟

国庆前夕，就在宁波慈溪桥头镇五
姓村的田间大舞台上，来自慈溪18个镇
（街道）的农民代表欢聚一堂庆丰收。在
这里，大伙品尝慈溪传统小吃、精品水
果，观看农民艺术家创作农民画和书法，
参与农产品“带货直播”，体验青瓷制作、
剪纸、捏泥人等，好不热闹。

五姓村党委书记毛军林对未来充满
信心：“今后村里将根据四季景色，举办
丰收节、亲子体验等活动，到那时，就不
愁没有游客了。”

田间大舞台、银杏种植成林，类似这
样的创意正在五姓村遍地开花。现在的
五姓村就像是开了美颜镜头，眼光所到
之处皆是美景。

但早些年的五姓村却有个不那么好
听的名头——“塑料村”，是一个废旧塑
料加工作坊集聚的“环境卫生落后村”。

“村里加工废旧塑料始于上世纪80
年代。那时，一些村民从附近废旧塑料
交易市场进货后，在作坊进行清洗、加
工，为塑料配件企业提供生产原料。”毛
军林说，产业发展鼎盛时期，登记在册的
五姓村废旧塑料加工厂有453家。

靠着加工废旧塑料，许多村民的钱
包鼓起来了，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让
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废水排入河道，
河水变得又黑又臭。焚烧分解后的废
料，黑烟滚滚。“别人路过我们村，都要绕
道走！”

2013年，慈溪市下定决心对塑料行
业进行整治，废旧塑料加工业全部清除
出村，或关闭，或以无污染仓储式分拣新
方式进入专业市场。7年时间，五姓村迎
来了全新面貌，14条“黑臭河”都变成了

“景观河”，全村2000余户人家实现管网
全覆盖、雨污全分流、运行全维护、污染
源全管控。随之而来的，是宁波市美丽
乡村示范村、美丽宜居村、浙江省美丽乡
村特色精品村等一张张生态文明名片。

在这场蝶变中，从事废旧塑料加工
的五姓村村民也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他
们有的回归田园生活，发展现代农业；有
的投身商贸服务、制造业，闯出一片新天
地。

去年，五姓村大胆向上海国盛集团
发出邀请函，由其旗下子公司上海思尔
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桥头镇、五姓村三
方出资，成立慈溪市思腾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运营五姓村的项目。这一年，
村里还启动了南部杨梅观光园、北部千
亩稻田亲子园等19个项目，不仅让乡村
赖以生存的农产品换了种“活法”，更让
这里的农民换了身份——股东。

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9120元，
与2013年相比翻了一番多。毛军林目
前正带领村民建设一条近千米长的休闲
游步道。连接擂鼓山观景平台，直达毛
家大屋景区，将村中沿途多个景点串珠
成链，预计工程明年4月可完工。“我们
会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每
一名来访者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记者 吴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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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巡视工地，两个月穿破一双新鞋
宁波扶贫干部被当地贫困村授予“荣誉村民”称号

10月2日，回
到奉化的余磊穿
着一双破了的皮
鞋。他说：“节后，
我还要穿着这双
鞋回安图继续扶
贫工作，直到这双
鞋再也不能穿为
止。”

2018年 4月
25 日，时任奉化
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的余磊，赴
吉林省延边州安
图县挂职担任安
图县委常委、副县
长，并担任奉化驻
安图工作组组长，
负责对口帮扶工
作。

两年来，余磊
积极投身当地脱
贫攻坚事业。今
年4月11日，安图
县脱贫摘帽，有
5297 户 9292 人
稳定增收，全县贫
困率从2018年的
3.1% 降 到 了
0.027% 。 正 因
为如此，余磊也荣
获2019年吉林省
脱贫攻坚特别贡
献奖。

为了准确把握安图现状，有针对
性地做好扶贫开发工作，余磊经常
下乡，甚至放弃周末休息时间，用短
短1个月时间，走遍了安图9个乡镇
和一些典型的贫困村。

余磊说，之所以建议上马杏鲍菇
项目，是因为他看到了安图的不少优
势。

比如，气候比较适合，电力资源
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安图大面积种
植的玉米能给杏鲍菇提供原材料
——菌棒。“原材料包括玉米芯和玉
米秸秆，这些原来农民需要想办法处
理的废弃物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杏鲍菇基地项目自2019

年5月开工以来，项目进展缓慢，今
年更受新冠疫情影响，杏鲍菇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于今年4月份才正式复
工。为加快推进杏鲍菇项目进程，余
磊受命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定期调度检查项目进展情况，
督促投资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为此，那段时间，余磊每天都要
到项目工地进行巡视，一圈走下来，
鞋子磨损得非常厉害。短短2个月，
妻子给他新买的皮鞋就破了。在他
的努力下，企业倒排工期，开足马力
追进度，确保了项目在6月30日前
完成厂房建设、设备安装及调试，达
到试生产要求。

在余磊看来，东北资源非常丰
富，但缺少人才。“扶持返乡创业是推
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2018
年年底，余磊利用宁波亚德客集团捐
助资金200万元中的80万元成立安
图创业基金，用于鼓励有志青年返乡
创业。

“通过创新创业大赛的形式，我
们选拔了一些好的项目、好的人才、
好的团队，成功入选的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团队将会得到8万元的奖励
资金。”余磊说。

通过这个大赛，返村创业的80
后大学生张德智获得了8万元的奖

励资金。2019年，余磊又为其提供
100万元援建资金支持，种植成品桑
黄菌袋40000袋，扩大桑黄种植规
模。产生收益将全部用于青沟子、七
顶子、大桥村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预计每户增加收入1000-2000元。

“年轻人和高端人才的净流出，
是影响本地‘真脱贫、脱真贫’的突出
问题。因此，我们特意举办这类创业
创新的赛事，希望选拔激励一些好的
项目、好的人才、好的团队，发挥这些
本土青年人才的创业示范带动，为这
块土地留下更多带不走的‘才’富和

‘智’能。”余磊说。

每天巡视杏鲍菇项目工地
2个月穿破一双新皮鞋

成立创业基金，举办创新大赛
帮扶回乡创业青年做大做强

被当地贫困村授予“荣誉村民”称号
妻子亲眼见证光荣时刻

慈溪五姓村：

曾经路人绕道走
如今满目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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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磊（中）在安图乡镇走访。通讯员供图

穿破的皮鞋。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