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6 月 28 日特别
报道 4 责编：刘菊 版式：刘静 校对：郑传顺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摄影报道）“穆乃外尔・艾
则孜，亲爱的同学，你好！我来自钱庙中心学校，我
叫刘俊怡，很高兴能认识你。”“我们这边有许多好玩
的，好吃的。”“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
能并肩努力，以后考上同一所大学！”“欢迎你来品尝
淮南牛肉汤”“别忘了给我回信呀！”……

这些都是淮南的一群中小学生写给新疆小伙伴
的信。为了促进学生互助互学、友好交流，连日来，
共青团凤台县委组织凤台县第四实验小学、凤台县
实验中学、凤台县凤凰镇中心学校、凤台县钱庙乡中
心学校与新疆皮山县小朋友开展“小学生手拉手书
信结对活动”。

听到有机会用书信的方式认识千里之外的新朋
友，同学们都非常激动！在凤台县的四所学校，他们
准备了一张张富有家乡特色的明信片，同学们将祝
福倾注笔尖，用真挚的情感、朴实的话语，诉说生活
点滴、介绍美丽家乡。一言一语，一笔一划，字里行
间无不传递着热情与喜悦，无不表达着对新疆小伙
伴们的问候，描绘了中华儿女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小小的明信片，装满了一颗颗真诚的心，架起了友谊
的桥梁。

万里鸿雁传真情，书信交友心连心。通过此次
手拉手书信结对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写作能
力，更让他们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分享心
情，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拓宽视野，增
长见识，增强同学们的民族团结意识。

一封书信 两地深情

6月25日，安徽理工大学驻淮南高新区三和
镇新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村第一书记张文
涛完成工作交接，在村民依依不舍的目送下，一
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新华村。张文涛说，这一刻他
对“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感悟。

80后的张文涛是安徽理工大学党委学工部
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2021年他被安徽理工大
学选派到新华村任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三
年来，张文涛充分发挥所在驻村自身优势，带领
驻村工作队以“安新菜园”为产业基石，全力打造
集休闲娱乐、种植体验、劳动锻炼等功能为一体

的文旅基地，改善了
村集体收入较低的窘
境。

6 月 16 日出版的
总第76期国家级刊物

《中 国 乡 村 振 兴》杂
志，大篇幅刊发了张
文涛署名文章《我在
新华村办“菜园”》，管
中窥豹，文中透露了
张文涛通过“安新菜
园”给新华村带来实
实在在的改变。

“安新菜园”是张
文涛驻村后带头兴办
的 首 个 项 目 。 三 年
前，这片菜园还是一

片荒地，他回忆说，当时面对新华村村集体经济
收入每年不足10万元、村里产业发展质量效益
不高等现实难题，其坚持问题导向，确立发展思
路，靶向精准发力，带领大家以“安新菜园”项目
建设为新华村产业发展突破口，争取多方支持，
破解制约瓶颈，打造“开心菜园”“文旅菜园”，为
新华村产业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为后期面条厂
建设、科技示范园建设、草莓基地建设、露营地建
设等打下坚实基础。

在张文涛的带领下，经过各方不懈努力，如
今新华村的旅游产业已初具规模，一些文旅企业
入驻新华村，餐饮、休闲、娱乐，劳动研学等项目

更是多点开花。
张文涛介绍，“安新菜园”已完成四期建设，

占地 26.7 亩，它不仅使新华村抛荒土地得到有
效利用，还增加了村民收入，带动 20 位村民就
业，为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10万余元，村民收益
实现每年10万元以上。高峰期，新华村文旅项
目日营业额可达5万元左右，走出了新华村专属
的三产融合新路径，探索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模
式，让产业示范带动作用真正在乡村落地、生根、
发芽。受“安新菜园”影响，目前，三和镇已有 6
个村组织建设了“小菜园”，并顺利对外出租，增
加了村集体收入。

在张文涛的带领下，今年上半年，新华村新
建的面条加工厂每天向社会供应面条达1300余
斤；草莓大棚由2021年的34个发展至今超过200
个，解决近百人就业，每个种植户实现年收入20
万元以上。除了这些项目，驻村工作队还争取各
类政府资金支持400余万元和社会捐助50余万
元用于新华村乡村建设；联合安徽理工大学和社
会力量对村脱贫户实行“一对一定点帮扶”；利用
节假日，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等，提升村民
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三年来，新华村集体
经济收入更是实现三连跳，从 2021 年的 27.7 万
元、2022年的80万元，发展到2023年的140万元
以上。张文涛说，现在他虽然已经回到安徽理工
大学工作岗位，但是他的心还一直和新华村的村
民们在一起，今后，他会持续关注新华村的乡村
振兴情况。

图为张文涛（左一）在打理“安新菜园”。

扎根三年 他种出乡村振兴新“菜园”
本报记者 苏国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