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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元项目帮扶资金到账了！谢谢工作队，你们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新年伊始，寿县丰乐水产有限
公司负责人兴冲冲地来到村支两委办公室，将好消息告诉了市科技局驻铁佛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员们，
并表示自己开春就着手引进水产养殖新品种，扩大水域养殖面积，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这是好事！如
果有技术上的难题也不用怕，我们帮你联系科技特派员，确保人到‘难’除。”工作队负责人说。

这是市科技局驻寿县瓦埠镇铁佛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日常缩影。2021年6月，工作队一行三人进驻铁
佛村，来到了瓦埠湖旁这个美丽村庄，参与、感受和见证着铁佛村的振兴。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奋斗者

他们是乡村蝶变的梦想家

上世纪70年代，淮南市大通区上
窑镇泉源村村民朱玉萍曾是泉源大队
民兵营长，她从村党支部书记一职上
退下来以后，一直辛勤地在家乡的土
地上耕耘着。

2014年，朱玉萍发现村西边一片
耕地成了抛荒地，非常可惜。于是，与
村干部们商定，流转了本村17户农民
约 200 多亩的荒坡地，种植了果树等
作物，成立了兴泉果蔬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让本村的残疾人、退役军人及
赋闲在家的村民到她的果蔬基地里干
活、赚钱，让他们的日子富裕起来。

刚开始时，每天早上4点多钟，朱
玉萍和丈夫唐华中便来到荒地里，挥
舞着镰刀，将蒿草及棘刺砍掉，然后开
荒、整地。她获悉种瓜蒌收入可观的
信息后，主动与安徽省农科院联系，邀
请该院技术人员为合作社的社员们进
行瓜蒌栽植的技术培训。她又到六
安、岳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回来后与
本村及马岗村的几位村民共同栽种了
60 多亩瓜蒌。由于实施了科学的管
理，瓜蒌连年喜获丰收，每年获利 10
万多元。2020年，瓜篓突患烂根病，因
为防治不及时，先后枯死。

一次，朱玉萍在市场上见到一种
个头大、卖相好的梨，她买了一个品
尝，味道很好。一打听，这种梨叫秋月
梨，产地在怀远县。于是，她迅速赶到
了怀远，请种植梨树的老师傅来泉源
村传授梨树的栽植、修剪等技术。
2023 年，她栽种的 200 多亩梨树喜获
丰收，每个梨重达0.5公斤，收入达10
万多元。

朱玉平深知残疾人外出打工的难
处，因此，她将村里残疾人、困难户的
联络方式全部记在了日记本上。只要
果园里有活干，她立刻通知他们来果
园干活，每人每天 100 元报酬。除此
之外，她还向他们手把手地传授种植
和管理经验，使他们增加了收入。

目前，朱玉萍流转了村里30多户
农民约 300 亩的土地，社员达 30 多
人。果园里种植的板栗、核桃、坚果、
山楂等果树长势喜人。她还在果园里
套种了石斛、地参等中药材及蔬菜等，
已在村民中进行了推广栽种。逢年过
节，朱玉萍总会带上礼物看望慰问她
的员工。

见母亲操劳不停，朱玉萍的子女
劝她说：“妈，你今年都 73 岁了，该含
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了，歇歇吧。”朱
玉萍笑着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
产党员永远没有退休的时候。小车不
倒只管推，我的果园能为村民们增加
一些收入，我高兴啊！”

大妈已是
古来稀
带领村民
共富裕

本报记者 李舒韵 通讯员 马啸 摄影报道

本报通讯员 殳建雨 吴正田

谋划之变 明确思路提高收入
工作队就村产业发展情况多次调研，完成调研

报告3篇，与村庄规划编制单位反复沟通，对《寿县瓦
埠镇铁佛村村庄规划（2021-2035）》中的产业规划提
出修改意见，明确了以现代农业、轻工业为主的发展
思路。

工作队积极配合村“两委”梳理调配土地资源，
开展土地平整。截至目前，全村已托管土地4300余
亩，约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收入30余万元，解放劳动力500余人，新增外出务工
100余人。实现了农田改造的“小田变大田”3500余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1800亩。为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生产，村合作社购置农用机械，同时加快水利设施
建设，村一二级提水电站建设项目已完工，进一步加

强农业用水保障。通过耕作效率的提升和劳动力的
解放，一改过去部分农田单季种植的被动局面，托管
土地全部实现双季种植，大大提高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

几年来，得益于各级衔接资金支持，工作队与村
支两委积极配合镇政府，牵头在村实施标准化厂房
和乡村振兴产业基地重点项目建设。投资723万元
的瓦埠镇铁佛村多村联建产业振兴基地主体已交付
招商企业入驻运营，投资1000万的标准化厂房项目
主体工程目前已完工。预计这2个项目正常运营后，
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带来约30余万元的收入，也将
为铁佛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铁佛村作为寿县72个出列村之一，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已走上快速发展道路。

村貌之变 紧贴民心做好实事
工作队进驻铁佛村时，近半村民组道路没有路

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工作队谋划帮扶措施，争取
到了市科技局的帮扶资金7万余元，在实地走访、听
取村干部和村民的意见后，组织安装太阳能路灯56
盏、维修损坏路灯17盏，基本实现了全村已建道路
的全部亮化。

驻村以来，工作队积极接收群众和网格员的信
息反馈，新识别突发严重困难户1户，针对性制定帮
扶措施。严格落实排查和认领问题整改，累计完成
问题整改53个。抓好帮扶政策落实，配合村“两委”
共计申报核实低保26户，申报教育保障雨露计划32
人，防贫保报销7人，开发公益岗位37个，申报省外

务工交通补助 64 人 2.58 万元，完成小额信贷发放
104人164.8万元。

考虑到村内的宣传阵地少，工作队争取到市科技
局基层党建经费5万元，用于制作党建宣传展板，印
制宣传横幅，丰富党员活动和群众精神生活。并结合
村情，在小楼中心村文化广场制作铁佛村法治宣传走
廊。2022年底，铁佛村获评“省法治示范社区（村）”。

随着政务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推进，群众办事的
信息化水平要求也随之提高。工作队和村干部一起
入户帮助群众完成了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医保缴纳、
房屋信息采集、学习强国下载注册、“党建引领”信用
数据采集、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下载，解决了
留守老人事项办理“老大难”问题。

角色之变 用心为民服务
工作队到村的第一晚便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

的主题是“安下心来扎根村里，开动脑筋为民办事
服务”。统一了思想，找准了目标，工作队完成了心
理上的角色转变，把心沉下来，把自己当做负责乡
村振兴工作的村干部。

为了尽快熟悉村情民意，工作队先后走访900
余户群众，宣传告知各类优惠政策，与村民促膝长
谈，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

每年春节、中秋、六一等日子，工作队都会登门看望
特困家庭、空巢老人、老党员、老战士和留守儿童等
特殊群众。在定点帮扶单位市科技局的支持下，截
至目前，累计慰问90余户次，送上慰问金、慰问品3
万余元，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关怀。

通过入户走访，工作队真切地感受到了老百姓
的淳朴和善良，更加坚定了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把
铁佛村建设好、发展好的信念，坚决不辜负群众们
的每一份期待和信任。

驻村工作队队员正在水产养殖户家中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