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6日 星期六 6编辑：徐碧芳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5 E-mail:bfxu01@126.com 创 业

□本报记者 沈璐兰

前些日子，整村搬迁的三门县花桥镇

寺前村完成了一件大事——12 年“悬而

未决”的32间宅基地分配到户工作终于

全部完成。“这事能解决，我们邵指导帮了

很大的忙，他可是村民们的贴心人。”寺前

村党支部副书记林圣够脸上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林书记口中的邵指导，是寺前村的第

9任农村工作指导员邵建新，也是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行政接待处四级调研员。

2021年8月，他一到任，就了解到村里的

宅基地分配问题，便多方联系，邀请到省

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帮助村里编制宅

基地分配项目规划。他自己则一有时间

就挨家挨户讲政策、听诉求、解疙瘩，这才

做通了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在农村当指

导员，就是要起到桥梁的作用，帮助村里

解决实际困难！”邵建新笑着说。在近两

年半的时间里，他早已晒得同老乡们一般

黑，也对每家每户的情况了然于胸。

“结对帮扶好比寻医问诊，要瞄准症

结、对症下药。在前几任农村工作指导员

的努力下，寺前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产

业基础依旧薄弱，尽快让村里的产业发展

起来成了头等大事。”邵建新刚到寺前村

时，正值我省对山区26县启动“新型帮扶

共同体”建设，要求变短线“输血”为长远

“造血”，这也成为他开展农村工作指导员

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邵建新的多次牵线和多方协调下，

2022 年 7 月，三门县与桐乡市首创委托

“消薄”新模式，签订“消薄飞地”合作项

目，不仅缓解了桐乡用地要素制约，还进

一步激发了三门县经济薄弱村的内生动

能。2023 年 11 月底，项目首笔 730 万元

投资收益成功兑现，县里89个经济薄弱

村都有份。看着村集体账户上新

到账的8万多元，林圣够笑个不

停。

在走访寺前村过程中，

邵建新发现村里许多留守

老人有劳动能力，却没

有合适的就业机会。

于是，他积极筹措资

金打造“红旗之家”共

富工坊，让留守低收入人

群就近就地灵活就业，有了

稳定的收入来源。不仅如

此，他还向上争取资金，改造村

里老年活动中心，新建健康驿站，

让寺前村的 210 多位老人真正实现老有

所乐、老有所医。

从一村、一镇到一县，邵建新这位

“参谋长”一刻也闲不下来，指导帮扶工

作的辐射范围也越来越广。“寺前村的特

色农产品虽然打入了杭州、上海等市场，

但品种少、销路窄，带动增收效益有限。

通过联乡带县变‘单兵作战’为‘系统集

成’，就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邵建新告

诉记者，通过动员花桥镇资源相似、产业

相近的9个村、8个合作社，他建立起“醉

鲜甜”党建联建项目，统筹全镇的特色农

产品，并成立红旗电商队伍，构建新的营

销体系，打响品牌。目前，“醉鲜甜”的各

类农产品已销往全国，价格是原来的几十

倍。截至2023年11月底，其销售额已超

500万元。

然而，从杭州跨越266公里来到寺前

村，邵建新坦言“几次动了要回去的念

头”。“父亲病重的时候，

村里的各项工作忙得

不可开交，根本抽不

开身，照顾工作都

落在妻子身上，

好在妻子比较

支持我的工

作 。”邵 建

新说，女儿现

在是高三关键

时期，但村里游

步道、茶园修复、观

光平台等项目正如火

如 荼 开 展 ，都 离 不 开

人。“两头都重要，只能我辛苦些，多跑跑

啦！”他爽朗道。

眼下，村里项目招引落地的辐射效应

正在慢慢放大，一幅产业更兴旺、农村更

繁荣、农民更富裕的新画卷正在寺前村徐

徐展开。村里的党建工作怎么抓，产业如

何进一步壮大，还有哪些致富新路径？琢

磨起寺前村的未来发展，即将离任的邵建

新仍念叨个不停。“农村工作指导员不只

是服务一个任期，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

随时都在。”邵建新坚定地说。
在邵建新在邵建新（（左左））的努力下的努力下，，村里设立了健康驿站村里设立了健康驿站。。

把帮扶工作做到农民心坎上
——记三门县寺前村农村工作指导员邵建新

□本报记者 杨怡

让村里的番薯粉丝“触网”销售，年

销售额增加 5 倍；让铁皮石斛亩产量增

加 1000 公斤、年销售额翻两番；帮助村

里引进数十种优质农业新品种……余姚

市中村村的这些喜人变化离不开一位农

村工作指导员的悉心耕耘——她就是舒

巧云。

舒巧云退休前是宁波市农科院的一

名高级农艺师。2015 年 1 月，舒巧云以

农村工作指导员的身份来到余姚市鹿亭

乡中村村。“可能是职业习惯，刚到村里

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产业分布情况。也是

这样才了解到，卖番薯粉丝是当时村民

的重要收入来源。”舒巧云告

诉记者，彼时，由于村里的

番薯品种退化，品质、产

量下降，村民收入也随

之大幅减少。

2015 年，经舒

巧云牵线，中村村

在宁波市农科院

的支持下引进了番

薯 新 品 种“ 心 香 ”。

当年，村民种植的“心

香”番薯亩产量达到3000

公斤，是老品种产量的近两

倍。次年，“心香”番薯还陆

续在鹿亭乡李家塔、高岩、白鹿等村推广

种植。

产量上去了，销路怎么拓？舒巧云深

知，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如果有好

“形象”的加持，村里番薯粉丝的“粉丝”才

会越来越多。于是，她请人设计制作番薯

粉丝包装盒，大幅提升产品形象。同时，

她还动员村民开拓网络销售，并从 2018

年开始在村里举办“粉丝节”，进一步打响

“鹿亭粉丝”的名气，鹿亭乡粉丝年销售额

也从以前的100余万元增加到如今的500

余万元。

在舒巧云的帮助指导下，不仅“心香”

番薯在中村村生根发芽，“甬甜 5 号”甜

瓜、甜糯玉米、薄壳山核桃、猕猴桃等 10

余个优良果蔬品种也陆续进入鹿亭。此

外，在舒巧云的牵线搭桥下，宁波市农科

院的专家也多次来到鹿亭，

为当地茶叶、苗木等产业

的发展“把脉”。

石斛作为天然药

材，近年来备受市

场推崇。但由于

管 理 、技 术 和

品种等原因，

石斛品质和价格

参差不齐。鹿亭

乡是宁波重要的生

态涵养区、水资源保护

区，保持着良好生态环

境的鹿亭就将石斛作为中

药材产业重点发展品种，尝试高山仿野生

活体种植。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铁皮石斛，是四

五年以前种的，现在可以收割了。”石斛种

植户龚松年告诉记者，在舒巧云的指导

下，他掌握了如何通过活体松树模拟野生

石斛生长环境等技术。“现在，我的铁皮石

斛能卖到 3000 元一公斤，是普通石斛价

格的三四倍。”老龚笑着说。

在舒巧云作为驻村指导员的 7 年半

时间里，她每周都会到中村村工作一两

天，而每次往返都要花近3个小时。不光

在中村村，甚至连附近的李家塔、高岩、白

鹿等村的村民也对舒巧云很熟悉。

就这样，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过程

中，舒巧云渐渐融入其中，成了中村村的

一名“新村民”，原定2年的驻村时间也延

长到了7年半，直到2022年退休。在舒巧

云的荣休仪式上，不少村民都自发前来欢

送。“舒指导员把我们当成亲人，把咱们的

事当成她自己的事。”这是中村村妇女主

任郑夏芬对她的评价。

是啊！7年半的光阴，舒巧云已与中

村村的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应了她本

人那句话——“中村大大小小的事，都让

我牵肠挂肚，割舍不下。”

舒巧云舒巧云（（中中））在番薯种植基地查看产量在番薯种植基地查看产量。。

7年间，她让村民腰包鼓了又鼓
——记余姚市中村村农村工作指导员舒巧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