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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镇桃园社区四组村民给顾菲凡商镇桃园社区四组村民给顾菲凡（（中中））送来锦旗送来锦旗

66月月3030日日，，顾菲凡顾菲凡（（左左））在许家塬村调研数字农业项目实施情况在许家塬村调研数字农业项目实施情况。。

初夏时节，走进丹凤县，沿丹庾路或蔡窑
路来到窑沟村，不时会看到群众在田间地头劳
作。在能人杨青华的“辽五味”种植基地里，只
见 30 多名群众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他们有的
修剪枝丫，有的挥锄除草，有的科学追肥，一片
繁忙景象。

窑沟村村民潘辉说：“我在杨青华的带
动和帮助下，发展了 3 亩‘辽五味’，已逐渐
进入盛产期。去年挣了 2 万多元，有效增加
了 家 庭 收 入 ，下 一 步 我 将 继 续 发 展‘ 辽 五
味’，多挣些钱。”

在窑沟村，提起杨青华，都知道他是发
展“辽五味”产业的，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的能人。

辛勤付出辛勤付出 苦尽甜来苦尽甜来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家里兄弟姐妹比较
多，家庭经济条件差，杨青华一家人生活过得
很艰辛。1992 年，19 岁的杨青华怀揣致富梦
想，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放弃学业，跟着乡亲前
往河南灵宝打拼。

起初，由于没有劳动技能和缺乏社会经
验，杨青华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河南灵宝，
感觉压力巨大，生活也十分艰辛。为了历练自
己，杨青华先后在饭馆当学徒、在机械修理门
市部打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什么苦都吃
了，把什么罪都受了”。如今回忆起来，还是历
历在目，一辈子都忘不掉。也正是经历了这些
磨难，他才快速地成长起来，对社会、对人生有
了独到的认识。

后来，经过摸爬滚打，杨青华有了一定的
积蓄。一次，听说在金矿上打工很挣钱，他就
辗转联系到在金矿上打工的乡亲，详细了解金
矿上挣钱的“门道”。杨青华觉得自己大有可
为，就来到金矿挣钱，从最普通的搬运工干
起。那时候，他身上“山里娃”的勇毅、坚韧、踏
实、忠厚凸显出来，由于吃苦耐劳、辛勤付出，

逐渐得到老板的认可，后来逐步走上管理岗
位，直至和老板一起合伙开金矿。其间，杨青
华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他结婚生
子，生活越过越好，让家里逐渐摆脱了贫困，并
带动更多的乡亲外出务工。

回乡创业回乡创业 融入集体融入集体

外面虽好，终不是常法。2016年，在外打
拼多年的杨青华步入中年，由于政策形势和大
环境的变化，加之母亲年事已高，他对家乡和
亲人的思念之情日益浓厚，毅然携妻带子返回
家乡——丹凤县庾岭镇窑沟村。

回到家乡，赋闲了一段时间后，杨青华开
始了创业，像本村群众一样，他先后种植过天
麻、茯苓、猪苓等中药材，由于投资大、风险高、
收益不稳，没有挣到钱，创业失败了。但是，在
此期间，他一直热心村上公益事业，积极支持
配合村上的各项工作，尤其是脱贫攻坚工作，
受到了大家好评。

2018 年，杨青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这时他又萌生了在家乡创业的想法。

“这几年，国家政策好，群众都脱了贫，但
是，村里没有很好的产业，留不住人，群众要外
出打工挣钱，很多老年人出不去留在老家，缺
乏子女照顾，亲情和生活难两全。”杨青华说，
他想因地制宜发展一些产业，吸引乡亲回流，
既能在家门口有稳定的收入，又能照顾家庭。

由于回乡第一次创业失败，家人对他再次
创业有顾虑。但是，杨青华没有放弃，而是立
足窑沟村气候环境实际，经过多方考察、认真
谋划后，决心再次创业。

瞄准特色瞄准特色 规模发展规模发展

到底发展什么产业呢？杨青华苦思冥想。
一次偶然机会，一位收药材的商贩到邻

居家收购五味子，杨青华询问后得知，邻居家

采摘的是山上野生的五味子，虽是一味常见
中药，但具有健脾消食、治疗风湿的功能，晒
干后，一公斤可卖 70 元左右。而东北有大规
模人工种植的“辽五味”，种植 3 年后开始挂
果，5 年后进入盛产期，且产量大、药用价值
高、市场前景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杨青华
专门跑到东北，实地考察了“辽五味”的种植、
加工、销售，并到药厂详细了解了五味子的药
用情况。

经过认真调研，杨青华认定“辽五味”可
以在窑沟村种植。于是，他耐心做家人的思
想工作。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杨青华开始
发展“辽五味”种植。杨青华注册了“青兰
竹”专业种植合作社，累计投资 200 多万元，
雇佣本村群众 30 多人，流转土地 140 多亩，
种植“辽五味”14 万多株，并带动本村 23 户
群众发展“辽五味”50 多亩，辐射带动庾岭、
蔡川、龙驹寨 3 个镇（街道）群众发展“辽五
味”300 多亩。

“辽五味”进入盛产期后，预计每亩纯收入
5000多元，将持续带动群众增收，有效巩固脱
贫成果。

“杨青华作为村上的致富带头人，这几年
一直在大力发展‘辽五味’种植，既充分利用了
部分群众的闲置土地，又雇佣本村群众务工增
加了收入。他带动群众发展‘辽五味’种植，盘
活了土地资源，稳定增加了群众收入，为村上
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丹凤县委政法委驻庾岭镇窑沟村第一书
记刘伊培说。

如今，窑沟村发展“辽五味”种植的群众越
来越多，收入也逐年增加。

“作为村上的一名党员，2022 年 3 月被村
上聘为荣誉支书，感觉肩上的责任更大了。我
将立足村情实际，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带动更
多的群众发展‘辽五味’种植，不断带领群众持
续增收致富，让大家的小康路越走越宽阔。”杨
青华说。

能 人 返 乡 带 富 一 方
本报通讯员 高 鸿 李 立 刘伊培

2021 年 7 月，市工信局选派
3 名优秀青年干部到商州区大
荆镇周岭村驻村帮扶。两年来，
3 名优秀青年干部从工业经济
主战场奋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战
场，坚持“组织强村、产业富村、
环境美村、发展兴村”的工作思
路，把帮扶工作当作“家事”，把
百姓群众当作“家人”，积极协
助村“两委”，扎根基层为百姓
解难题办实事，连续两年被评为

“优秀”等次，受到当地党委、政
府高度肯定和群众充分认可。

驻村后，他们立足资源禀
赋 ，迅 速 让 乡 村 产 业“ 兴 ”起
来。面对村上产业发展停滞、
产业单一、收益低的难题，驻村
工作队对村级闲置、低效率使
用的集体资产资源进行盘点，
采 取“ 老 树 发 新 芽 、腾 笼 换 新
鸟、梧桐引凤凰”的发展策略，
对原有千亩病虫害核桃产业园
进行红仁品种改良嫁接，对原
有 200 亩产业撂荒地进行了重
新旋耕，采用“集中连片+个体
种 植”的 方 式 ，发 展 连 翘 种 植
1000 亩、林下套种四季豆 200
亩，对原有牛羊养殖进行品种
更新、设施提升，让产业兴起
来、活起来、多起来。

驻村工作队多方争取，让村
居环境“靓”起来。两年来，工
作队多次跑市、县相关部门，主
动联系乡贤和在外创业成功人
士，先后争取各类帮扶资金 60
多万元，清理开挖排洪水渠 1.6
公里，新修产业路 1.5 公里，更
换维修太阳能路灯 100 盏，平
整村民健身娱乐广场 1 处，拓宽通组路 500
米，修缮水毁路 1 处、清理滑坡 5 处、塌陷 4
处；对村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亮化、美化改
造。他们引进爱心企业 5 家，捐赠各类物资
价值 3 万多元。

驻村工作队紧盯实事，让群众心窝“暖”

起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驻村两年来，工作队对脱贫
以前的 98 户 382 人和新增加的
7 户潜在风险户、8 户重点监测
户进行定期逐一入户走访，第一
书记对100户农户进行了遍访，
先后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23 件。
为农户销售土鸡蛋200公斤、土
鸡500多只、核桃1500公斤、土
豆1000 多公斤，捐赠衣物1000
多件。同时，积极协助村“两委”
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防汛防
滑、安全生产、政策宣传等重点
工作，认真落实“人盯人+”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1844”机制，化
解矛盾纠纷10件。

驻村工作队聚焦长远，让
集体经济“活”起来。面对干部
思维固化、发展思路单一、村集
体经济薄弱的难题。他们先后
组织村“两委”成员前往荆河生
态工业园、商州区小韩峪村、山
阳县十里铺街道、丹凤县茶房
食用菌产业园等地参观学习，
积极引进光伏和食用菌、中华
蜂养殖等企业来村踩点调研。
为增加村集体收入，提升村集
体造血功能，驻村工作队引资
800 万元的仿真花系列工艺品
加工项目落户大荆镇，直接带
动 150 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
将该项目纳入苏陕协作项目，
获得资金分红，解决了周岭村
集体经济收入乏力的问题。

匆 匆 帮 扶 路 ，一 生 为 民
情。转眼间，驻村工作队已驻
村两年时间，其间有欢乐的笑
声，有幸福的笑容，也有工作不
顺利时的泪水，但想想为村里、

为群众解决的诸多问题，3 名帮扶干部还是
开心的，因为他们立足乡村大舞台，勇担振
兴使命，注满为民情怀，完成了“从看乡村是
乡村，到看乡村不是乡村，再到看乡村还是
乡村”的蜕变，无悔地度过了两载光阴，受到
了群众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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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端午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忙完一天的
工作，已是晚上7时许。走在丹凤县丹江边的绿堤上，凉风
习习。听着身边锻炼的人们欢声笑语，看着眼前熟悉的小
城夜景，顾菲凡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今年36岁的顾菲凡是南京市雨花台区对口帮扶丹凤
县联络组成员，现任丹凤县发改局副局长。两年前，他从
南京来到丹凤，认真做好联络工作，为企业牵线搭桥，帮助
丹凤乡亲到南京谋职，为困难群众争取资助。经过两年时
间的努力，雨花台区与丹凤县的联系更加紧密，南京一些
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模式通过联络组成员，迅速在丹凤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巧当红娘促发展巧当红娘促发展

2021年6月，怀着满腔热情，顾菲凡随同雨花台区对口
帮扶丹凤县联络组组长薛伟来到丹凤县。薛伟被任命为丹
凤县挂职副县长，负责苏陕协作工作。顾菲凡的主要任务
是辅助薛伟做好苏陕协作相关工作。

刚来不久，顾菲凡便发现，丹凤县的农业产业基础较

好，但管理粗放、科技含量不高。2021年9
月，雨花台区数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到丹凤
县寻找合作项目，因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失
望而归。

数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南京）软
件谷的优质企业，在为农业发展数字化赋能
方面做得非常好。这次来丹凤未能达成合作
事项，顾菲凡感到惋惜。

2022年，各地联络组着手加强“四方双结对，共建示
范村”品牌建设。顾菲凡深入调研后，脑中灵光一现，认为
棣花镇许家塬村产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若能与数溪智
能科技公司结对，不仅能大幅度提升产值，更重要的是让
丹凤群众接受一些新的产业发展理念，进而示范带动其他
企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现代科技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率。

“一定要给他们牵线搭桥，让雨花台的优势产业补补
丹凤发展的短板。”顾菲凡的提议得到薛伟的认可。

薛伟和顾菲凡多次同棣花镇政府、数溪科技公司进
行沟通，并陪同数溪科技公司负责人实地考察，最后确立
了许家塬村“果旅融合、数字乡村”发展方向。在他们的
努力下，2022 年 12 月底，该项目完成申报工作。今年 4
月份，数溪科技公司与许家塬村签订数字化项目合作协
议，启动了塬上葡萄园、猕猴桃园的数字化改造工程以及

“秦岭云上果园”认养计划。
经过两个多月如火如荼地建设，目前园区内的滴灌系

统和气象站已建成，“秦岭云上果园”的数字系统建设正在
进行中。

“从今年开始，我们园区将全面实行自动化，如果缺水、

缺肥，在手机上轻轻一点，系统就会自动操作，省时又省力，
工作质量有保障！”许家塬村党支部书记许建报笑着说，“多
亏了顾局长他们，及时给我们联系了数溪科技公司！”

近期，从位于丹凤县商镇工业园区的夏琳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传来好消息，食用菌产量从每平方米16公斤增长
到26公斤，生产效率明显提升。产量质的飞跃，离不开顾
菲凡他们的帮助。2021年，通过联络组的协调，丹凤县争
取到几个“宁商科技攻坚项目”，南京金时川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指导夏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更新迭代种植技术
就是其中之一。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让群众实实在
在得到实惠，薛伟带着顾菲凡多次走访、调研，帮助夏琳公
司与金时川公司沟通，最终促成双方合作。

产量提升了，夏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方面将菌菇酱
等产品引入雨花台区的丹凤农特产品店，有效对接南京市、
区各级各相关部门前来采购；另一方面，积极邀请江苏丰
收菇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前来调研，进一步转变企业发展思
路、开拓产品销售渠道。2022年，联络组帮助夏琳公司销
售鲜菇至少3吨，累计帮助销售菌菇酱6万瓶。

雨丹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干部刘益介绍，这两年，
联络组进一步密切了丹凤与雨花台区的协作，带来了不少
好项目，给丹凤争取到近亿元的苏陕协作扶持资金。

劳务合作创品牌劳务合作创品牌

在丹凤待了半年多，联络组发现，每年春节过后，丹凤
县大量的务工者流向全国各地。他们打听了一下，每年流
向南京的丹凤籍务工人员超过6000人。而在南京城，丹凤
拉面馆尤其有名，在陕南一条街上，丹凤人经营的各类吃食
很受南京市民欢迎。

联络组与丹凤县人社局就业中心商量，两县区联手打
造一个“丹凤厨工”品牌。每年由丹凤组织劳动力，定向输
出到雨花台区，由丹凤在南京餐饮行业发展较好的企业老
板接收，及时安排工作，带着乡亲发展。

这一想法，让丹凤县人社局拍手称赞。2022年夏天，
顾菲凡多次与雨花台区联系，达成一个品牌共建的合作协
议。今年春季，他们联系丹凤县职教中心，给雨花台区餐饮
协会会长企业——梅花香里餐饮集团输出24名职教中心
学生，目前这些学生正在跟岗学习。

对于“丹凤厨工”，顾菲凡还有更深远的计划：“今后，
我希望能促成两地更深入更紧密的合作，由雨花台区拿出
一定资金对‘丹凤厨工’职业培训进行适当补贴，给丹凤在
南京的餐饮企业成立组织统一授牌，为丹凤的餐饮行业从
业者搭建稳定的人力资源平台，不断延伸且逐步优化‘丹
凤厨工’品牌。”

爱心传递显真情爱心传递显真情

在顾菲凡的办公室，藏着两面锦旗。其中一面是丹凤
县商镇桃园社区四组全体村民送给他的。原来，两年前，桃
园社区四组没有装路灯，平常待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人和
孩子，一到夜晚黑乎乎一片，大家都不敢出门，怕磕了或者
碰了不安全。

顾菲凡到丹凤县没过多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搜寻
自己身边资源，想着帮村民解决这一难题。后来，他得知自
己的一个同学在南京做这方面的生意，在与同学联系后，说
出了自己的想法，同学欣然应允。

顾菲凡来到村上量距离确定数量、勘察安装环境后，与
村干部讨论选取了适宜的型号款式，为村里免费定制了价
值3万元的路灯。路灯装好后，村民给顾菲凡送来锦旗，但
是他却把锦旗藏在了角落。

顾菲凡说：“我是来帮扶的，这样的小事就是该干的，
没什么可炫耀的！”

近两年，顾菲凡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在南京联络一些爱
心人士，为丹凤县困难学生捐款捐物。他发起组织了“小小
心愿项目”在全网发布，通过爱心企业及人士的捐赠，每年
为丹凤县300多名学生每人发放价值400元至600元的“心
愿包”，完成困难学生的小小心愿。

“这两年，联络组每年通过帮扶给困难学生、教师以及
农村困难家庭提供了近300万元的帮助。我们的一些学
生、家长都记住了顾局长，记住了雨花台区人民对丹凤县
人民的深厚情谊。”丹凤县科教体局学生资助中心负责人
王建朝说。

“苏陕协作达成的重大事项，促进项目的落地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促成两地深层次、全方位的交流与融合，从而
在观念与方式方法上潜移默化。”顾菲凡说，“这一切，实现
起来比较难，但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将汗水挥洒在第二故乡将汗水挥洒在第二故乡
本报记者 邓晓红 见习记者 程思凡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苏陕协作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