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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代志刚：
志智双扶激发梅山村发展活力

“下地干活
走的是新修的水
泥路，回家喝的
水是干净卫生的
深井水，文化广
场上添置了健身
器材，隔三差五
还有农业专家来
给我们授课……
自从代书记来到
我们村，我们的
生活真是一天一
个样。”在新郑市
龙湖镇梅山村，
村民们提起驻村
第一书记代志刚
赞不绝口，提起代志刚给他们带来的这些变化更是喜不自禁。

代志刚是新郑市农委农机推广中心主任，2017年11月，被派往梅山村担任第一书记，开展
驻村帮扶工作。

帮扶怎么帮？怎么扶？代志刚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两年来，他注重坚持
“志智双扶”，通过送技术、送关爱、送文化等措施，不断强化帮扶成效，营造了励志育人、弘扬正
能量的浓厚氛围，激发了梅山村发展活力。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聪聪 文/图

梅山村位于龙湖镇西部，与郑
州市二七区樱桃沟毗邻，村民们借
势种起了樱桃、葡萄等小杂果。但
农业种植来钱慢，有时受天气影响
还会有一定的损失，因此，村里的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搞
种植的大都是中老年人。知识和
技术一度成了该村种植业发展的
拦路虎。

代志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充
分发挥农委工作优势，不定期邀请

农业专家为村民授课。除了系统
地讲，专家还一对一地为村民讲解
樱桃、葡萄种植及病虫害防治技
术。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
生动的讲解为群众“传经送宝”，进
一步提高了樱桃、葡萄的产量。

在代志刚的带领下，梅山村还
成立了新郑市泰鼎种植专业合作
社、龙梅养殖专业合作社以及郑州
盈生捷实业有限公司，由他们牵头
和引领，有效化解了群众在种植过

程中的种植、销售难题，推动梅山
村小杂果种植向精细化、现代化、
品牌化发展。

村民动力足，何愁不脱贫。除
了助力产业发展，代志刚还结合梅
山村实际，给村民们宣讲“靠天靠
地不如靠自己”的理念，邀请人社
部门专家到村里开展劳动力就业
技能培训，着力提升贫困家庭劳动
力就业技能，引导群众通过辛勤劳
动实现致富。

村民邱某立有一定的智力残
疾，却一直没有做过残疾鉴定。他
的父母都上了岁数，身体也都不
好，常年吃药，家里经济十分拮据。

为了帮助邱家解决困难，代志
刚和工作队队员一起带上邱某立，
驱车 40多公里到新郑市公立人民
医院为其做了残疾鉴定，还帮其申
请了残疾人补助。这几天，代志刚
又在张罗着帮邱某立找工作，打算
将其安置到村里的公益性岗位上，
让他自食其力，让他上了年纪的父

母能够放心。
近两年来，像这样为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的事情，代志刚做了很
多：组织医院医生免费为全村 48
户贫困户做慢性病鉴定、为贫困家
庭发放爱心小药箱……他说：“群
众是最看重实际的，你对他好，他
就对你好，将心比心，就看你能不
能为群众着想。”他经常挨家挨户
走访，深入了解村风民情，倾听群
众心声，经常和干部群众吃在一
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村民们有

大小事情，也都愿意和他聊一聊。
为了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代志刚通过争取项目，修建田间
生产道路 8154米。为了保证群众
吃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新打 2眼
700米深的深水井，解决梅山村群
众的生活用水问题。为方便群众
夜晚出行，在村内主干道安装路
灯 60盏。梅山村人说，代书记的
到来，改变了村里的面貌，改变了
大家的生活，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美好的
生活离不开越来越鼓的“钱袋子”，
更离不开干净整洁乡风文明的“美
村子”。

“现在的‘贫困’已基本不再是
缺吃少穿了，群众更需要的是精神
层面的东西。”代志刚表示，梅山村
离郑州很近，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了，以中老年为主的村庄最需要
的是文化的力量。

代志刚不断加强梅山村党建
工作，通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党员活动日”等制度加强支部建

设和党员教育管理，以要求党员佩
戴党徽亮身份等方式强化广大党
员的身份认同感和责任意识。同
时，他通过召开会议、与群众交谈
等方式，将党的政策和声音带到每
家每户，让他们全面理解脱贫攻
坚、正确对待脱贫攻坚、主动支持
和参与脱贫攻坚。

每到傍晚，梅山村文化广场就
十分热闹，群众通过吹拉弹唱、蹦
蹦跳跳，不仅丰富了乡村文化生
活，最重要的是破除了居民传统陋
习，进一步加强了群众的思想道德

建设。此外，代志刚还号召村里开
展好媳妇好婆婆、致富光荣户等评
选活动，在受表彰家庭的显眼位置
悬挂光荣牌，激励越来越多的人自
立自强、勤劳致富、共创文明。

甩掉“等靠要”，扶起精气神。
代志刚通过“志智双扶”补足了贫
困群众的精神之“钙”,“扶”起了贫
困群众自主脱贫的志气和自身脱
贫的能力。在梅山，一股文明新风
正在蔚然兴起，尊老爱幼、邻里和
睦、勤劳致富、扶贫济困……一朵
朵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送文化 为乡村注入活力

送关爱 为群众树立信心

送技术 为脱贫赢得主动

特色农业带动
贾岗村走上振兴路

乡愁是什么？对于新郑市辛店镇贾岗村村民
来说，乡愁是农田里辛勤的劳作，农业养育着祖祖
辈辈。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他们依然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种植小米、红薯、油桃、花生、无花
果，还有彩色小麦，特色农业的无穷魅力正在这片
土地上尽情绽放，而群众收获的不仅仅是富足的生
活，还有日益珍贵的田园风光。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象乾 文/图

走在贾岗村的田间，放
眼望去，大片的红薯叶子铺
展开来，绿油油的煞是喜
人。七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
时候，也正是红薯生长的好
时节。贾岗村党支部书记贾
发林告诉记者，每天凌晨三
四点钟，他和村民们就下地
干活了，趁着凉快给红薯地
除草。

在红薯种植上，贾发林
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贾岗
村最先大规模种植红薯的
人。他通过引进新品种，不
仅提高了红薯的产量，还提
升了红薯的口感。经过多年
的种植和研究，贾发林发现
贾岗村的土地特别适合红薯
的种植，他在红薯种植上尝
到了甜头，还将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村民们，发动村民们
一起种植。

“在曾经困难的日子里，
我们吃红薯是为了填饱肚
子，吃得提起红薯就反胃。
可现在日子好了，大家又怀
念起了红薯的味道，都说这
是健康食品。”贾发林说道，
乡愁经济是红薯的卖点，每
年红薯丰收时，通过微信、电
话等方式购买新鲜红薯和红
薯粉芡、红薯粉条的顾客络
绎不绝，村民们足不出户就
把东西卖完了，根本不用担
心销售问题。

几年下来，贾岗村的红
薯种植面积达到了 350亩，
有水果红薯、紫薯等多个品
种，村民们靠种红薯把日子
经营得红红火火。

红薯产业红红火火

传统的农业种植已经跟
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该村村
民许晓丽深刻地认识到，农
业的发展还要依靠科技、依
靠市场。

她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人
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市
场上对具有保健作用的绿色
食品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通
过去南阳等地考察学习，许
晓丽了解到新型杂交彩色小
麦不仅高产，而且营养价值
高，尤其是其种子表皮的天
然色素是一种花色苷类物
质，具有抗癌作用，市场价格
比普通小麦高很多，于是，她
决定引进彩色小麦。

“贾岗村土地广阔，村民
把地租给我种植彩色小麦的
同时，还与我达成用工协议，

不光拿土地租金，还能挣到
工资。”许晓丽说，村民们在
得知她要种植彩色小麦后都
十分支持，她流转了 130亩
土地开始试种彩色小麦，第
一年便试种成功，每亩收入
比种普通小麦高出千余元。

想到彩色小麦不仅产量
稳定，而且是非常好的营养
保健食品原料，许晓丽还成
立了郑州市富达种植专业合
作社，通过石磨加工成五颜
六色的面粉，再做成颜色诱
人的美味面食，进一步提高
产品附加值，拉长经济链。

许晓丽踌躇满志，下一
步她还想通过“合作社+农
户”的形式带动村民更大规
模地种植彩色小麦，把彩色
小麦做成贾岗村的大产业。

彩色小麦深受青睐

红薯、彩色小麦等特色
农业让贾岗村走上了致富路，
也让贾岗村守住了生态底线。

特别是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开展以来，昔日这个
满是坡沟地的村庄，变得更
加美丽有韵味：一条条水泥
路将家家户户串联成一条
线；村民家里窗明几净，庭院
内部鲜花树木错落有致；就
连以往倾倒垃圾的荒沟里，
也都种上了红梨，满树的梨

把树枝都要压弯了腰。
平时喜欢学习、爱好钻

研的贾发林想，人们对乡村
的情结无外乎“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美好期盼，于
是他和村“两委”打算下一步围
绕贾岗村浓浓的乡愁味，在村
子发展丰收田园游和居家养
老等休闲观光项目，打造出“春
观百花夏乘凉，秋品百果冬赏
雪”的美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
在贾岗村找到“乡愁”。

休闲观光前景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