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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就得放下架子沉下身子，把自己

彻底变成农村人。”贾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做的。”对于扶贫，驻坪头乡呼家山村第一

书记贾莹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他用真心、

决心、信心赢得村民信任和支持。

2018年 1月，32岁的贾莹刚转为正式党

员不到一周，主动请缨来到扶贫一线，踏上

了离石区十四个未脱贫村之一的坪头乡呼

家山村这片土地，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从

此，这位年轻小伙子紧紧围绕第一书记五项

工作职责，扎根于田地之间，阔步走在呼家

山村的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真心：摸村情，转角色，成为村里人

呼家山村山高坡陡，地处偏僻，十年九

旱，属典型的纯农业村，集体经济十分薄

弱。全村在册人口 213 户 529 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 43 户 133 人已经全部脱贫。常住人

口多为孤寡老人，扶贫任务相当艰巨。

“一个毛头小伙子来搞扶贫，到底行不

行？”村民在观望。

如何尽快转变角色，投入新的工作中，

是贾莹初来乍到摆在眼前的一大难题。为

尽快摸清底子、进入角色，得到民众的信任，

他换掉皮鞋、戴上草帽，一头扎进群众中，进

田间、入农户，听民情、解民忧，话扶贫、谈发

展，光工作笔记就记录两大本子……很快，

他对全村人口、社会、经济发展及贫困户情

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白天挨家挨户到贫困户家中了解家庭

情况，闲暇时间就加班整理资料，这么拼命

就是为了甩开村民认为我就是来基层‘镀金

’的印象。”回忆初到呼家山的日子，贾莹感

慨万千。正是由于这份用心，为他履行好第

一书记“一宣六帮”的岗位职责，推动呼家山

村精准扶贫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调查研究、商讨论证的基础上，呼家山

村党建工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计

划等相继出炉，贾莹和支村“两委”提出了以

“订单种植、规模养殖、转移就业”的脱贫路

径，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先锋带动、整

村推进”的总体思路决战脱贫攻坚，把医疗、

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

处……两年干下来，呼家山村全部脱贫，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1470元提高到 9220元，贫困发

生率由 25.4%降到 0%，脱贫效果明显。

“别看贾书记年轻，干工作却很热心，全

村的沟沟坎坎他都跑遍了，我们有事没事总

爱找他说说。”很快，呼家山村的村民们对他

竖起了大拇指。

决心：强党建，打基础，村民得实惠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贾莹一方面

以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为突破口，有

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针对原先懒散

的支部，通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

活制度，充分唤醒党员的党性意识；依托“主

题党日”活动开展“蒲公英计划”，把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到脱贫带动中，充分发挥

了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对无职党员设岗定

职，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立政务代办岗等岗

位，很好的将党员群众团结在支部周围拧成

了一股劲。

为了凝聚呼家山村民的脱贫合力，贾莹

与扶贫工作队组建了一对一帮扶队伍，逐户

分析研判敲定因户措施，组织村民观看“吕

梁山护工脱贫事迹”等脱贫纪实片传播新时

代新特色新思想，唤起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如今的呼家山村，党员找到了主心骨，

老百姓有了依靠，会议和活动逐渐多了起

来，呼家山的发展方向也随着大院里的讨论

声而逐渐清晰。

为了给呼家山村实现“造血功能”打好

基础，贾莹因户、因人精准把脉开方多方面

施策，为呼家山的贫困群众“量身定制”了脱

贫六大举措。针对低技能务工群体，实施技

能扶贫工程。结合不少村民因缺技能和就

业渠道的实际，离石区食药监局协助联系餐

饮企业，为村内薛文等 12 位闲置劳动力提

供厨艺提升培训，并推荐就业岗位，让村民

们有了稳定脱贫的“一技之长”；推动易地搬

迁，强化就业跟近。雒谈洋等 5 户 6 人满足

易地搬迁政策，为了让他们不仅能够“搬得

出”，还要“稳得住”，联系了易地搬迁点所属

街道办的育民食品配送公司等 3家企业，为

6位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创新种植模

式，确保农业增收。呼家山是纯农业村，多

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发展种植业为主，

贾莹组织农户参加旱作农业技术培训，并与

东裕薯业等 3 家企业与种植户建立订单合

作模式，利用禾木田园电商平台及订单种植

销售各类农产品 2万余斤，确保 30户种植户

销售渠道畅通的同时户增收 1000 元；开设

公益性岗位，解决闲置劳动力。在村内设立

了核桃林管护员，光伏清洁员、环境卫生员、

护林防火员等公益性岗位，解决了雒晏宏等

5户闲置贫困劳动力；兴建农民合作社，推动

规模养殖业。鉴于以往多是单打独斗，难成

气候，在贾莹的建议下，探索推行“党支部+
合作社+扶贫户”的新模式，建立了新鑫农业

合作社，帮助贫困户学习新技术，发展新产

业。如今，已吸纳了 10 户贫困户进行规模

化养殖；针对无劳动力群体，实施减开支战

略。利用无职党员设岗定职的“便民服务

岗”定期集中办理相关惠民手续，一年来，组

织了 3 次义诊送药、2 次免费理发等公益活

动，为行动不便贫困人员提供便利的同时有

效减少了额外开支，降低生活成本。

如今，呼家山村的乡亲们都说：“村里来

了第一书记，让大家真正看到了希望。”

信心：抓产业，办实事，脱贫奔小康

用情帮扶，是贾莹一直不变的初心，“衡

量帮扶工作是否有成效，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看为群众办了多少实事，群众得到了多少实

惠”，是贾莹始终践行的帮扶理念。

呼家山村因排水占地等纠纷烂尾两年

有余的村通公路，今年雨季两次被大水冲

毁，严重阻碍了村民出行。面对棘手的纠

纷，他当众下决心全面贯通该路。村民们纷

纷摇头：“要是路那么好修，早就修了。”贾莹

说：“如果什么事都那么容易，还要我这个第

一书记做什么？”他一次次地去交通局协调

修路事宜，一次次与涉事村民耐心沟通，终

于化解多方矛盾，通过党员商讨会制定了村

级占地赔偿标准和合理的排水方案，共投资

220万打通了呼家山的“小康之路”。

山大沟深的呼家山，至今仍然靠旱井储

水，缺水和水质差严重制约了呼家山村民生

活和生产的发展。为解决呼家山的“两不愁

三保障”，贾莹在 2018年推广了集雨硬化工

程的基础上，2019年动员天利和石料厂投资

80万元为村内开挖了 620米的深井；2020年

初通过多次沟通解开了呼赵家山两村之间

因多年前的矛盾导致联村饮水项目迟迟不

能开工建设的症结，打破了因缺水制约发展

的瓶颈，村内 4家养殖场、1个晋谷 21号种植

基地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为改善民生工程，贾莹积极争取民生项

目资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资 20万元修

缮“六个一”阵地建设；投资 80 万元实施了

环境卫生整治工程，对村内 3000 多平方米

的残墙断壁进行了修缮，美化了道路两旁的

1000 平米文化墙；投资 10 万元新建了标准

卫生室；投资 15 万元硬化了户通道路 1500
米；投资 10万元新安装路灯 20盏。

贾莹深知，要想在小康路上不掉队，找

准发展路子才是关键。经过与村“两委”班

子反复论证，制定了村级发展规划蓝图，决

定以科技渗透，产业兴村。一是利用荒弃土

地建立了 100千瓦光伏发电站，于 2018年入

网发电；二是在原有 1000 亩核桃林高接嫁

优的基础上对全村 1647亩核桃林实现了提

质增效全覆盖；三是家庭联合养殖，促进“三

农”发展。3 月份成立修建了 500 头规模的

新鑫农业合作社养猪项目，现已入圈 200余

头种猪。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电商平台第一单

呼家山青皮核桃远销广东，到网络月销售各

类农产品 2000 余斤；随着贫困户薛军平走

出山西到青岛做护工，再到 12 名贫困群众

提升技能走上就业岗位；随着 620米深井涌

出第一滴清泉，到 17户危房改造、26户易地

搬迁户全部入住，随着 23 户扶贫贷款入股

企业到 14户贫困户自贷创业……呼家山的

家底逐渐厚实起来，群众的腰包逐渐鼓起

来，小日子也越来越好，一幅脱贫致富的小

康画卷已徐徐展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个个鲜活的数字，浸润着贾莹的真情和汗

水，一张张满足笑脸，是贾莹续前行的动力。

贾书记说：“在村子里呆久了，这里的一草

一木都融入了生命中。现在回城里呆上两天

就急着下村，村子里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办

呢，咱不能辜负了老百姓们的重托。”朴实的话

语饱含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为民情怀。

走进位于离石区信义镇康

家岭村的泰瑞农林牧场，一座座

蔬菜大棚依次排开，在阳光下颇

为壮观，大棚内蔬菜的清香迎面

扑来，只见棚内的西红柿、茄子、

黄瓜、青椒长势喜人，琳琅满目，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已脱贫的 63 岁村民王中山

正在大棚里采摘茄子，不一会

儿，就摘出一大筐。“以前，家里

只有几亩土地，日子过得紧巴

巴，现在能在大棚基地里打工，

每年有 3 万多元的稳定收入，很

感谢公司给我在农场打工的机

会。”王中山笑容满面地说道。

与王中山同在一个基地里

打工的刘清静是康家岭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因病致贫，之前生

活很艰难。自开展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工作后，她被吸纳到吕梁

市离石区泰瑞生态农林牧有限

公 司 创 建 的 泰 瑞 农 林 牧 场 务

工。她说：“很感谢公司让我在

家门口就可以打工，我现在一个

月有 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真是

赶上了好时候。”

王中山和刘清静口中所说

公司就是吕梁市离石区泰瑞生

态农林牧有限公司。该公司从

2013 年 4 月在离石区信义镇康

家岭村开始建设泰瑞农林牧场，

总完成投资 2200万元，建成基础

设施 3400 平方米、17 栋日光节

能温室、5栋拱棚及其他设施；散

养蛋鸡 10000只，猪存栏 500头，

羊存栏 340 只，种植大田菜、饲

料 、小 杂 粮 各 100 亩 ，牧 草 500
亩，规划打造生态防护林 10000
亩，目前完成造林 3000亩。

“ 自 泰 瑞 农 林 牧 场 建 成 以

来，我们优先聘用向农场出租土

地的农民，共返聘农民 86 人，49
人长期聘用，月工资 1500—2400
元；招聘临工打工 37 人，月工资

1800—3000元，极大地促进了当

地村民的收入。与此同时，农场

对未出租土地的农民实行订单

农业，每年向十几户村民订购玉

米 10 万斤—15 万斤，扶持 31 户

村民实施家庭养殖，以放养方式

饲养，按协议价回购鸡蛋、生猪、

活羊，订单农业化解了市场风

险，确保了农民‘不失业’‘不失

利’。”吕梁市离石区泰瑞生态农

林牧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该农场通过租赁的

方式，流转康家岭及周边村民土

地 3300多亩，租金每年每亩滩地

600—800 元 ，撂 荒 地 100—150
元 ，荒 地 10—15 元 。 租 赁 期

30—50年，租金一付五年。种粮

植补等政策性补贴仍归村民享

受。流转土地，给农民带来了稳

定的土地收益。2013年，农场向

康家岭村民租赁土地 2200亩，其

中耕地 600 亩，荒地 1600 亩，一

次 性 支 付 五 年 租 金 93.6 万 元 。

土地流转让村民坐享土地收益，

其租地收益超过了种粮收入，实

现了农民“不失地”。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康家

岭村的经济水平得到迅速发展，

村容村貌获得极大改善，村里先

后建起了红白理事会、公共洗澡

堂、理发室、磨米磨面房等。

一个个集体项目的增加，不

仅给村集体持续带来收入，还吸

纳了村里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在我们村，村民

不用干农活，就能获得土地流转

费用，还能在家门口打工，算是

能挣‘两份工资’，现在我们村里

人都过上小康生活。”在农村工

作的贫困户李玉峰喜滋滋地说。

“鼓了腰包，笑开了颜”这是

近几年来离石区信义镇康家岭

贫困户们的真实写照。

近 年 来 ，离 石 区 在 打 好 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紧紧

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着力

推进全区产业扶贫工作，不断

完善机制，把贫困群众持久吸

附在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产业

链上，形成了村村有主导产业、

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致富

门路的良好格局，增强贫困户

自力更生的信心和决心，加快

了脱贫攻坚步伐。

贾莹询问村民的吃水问题。 张晋晋 摄

贾莹给村民讲解帮扶政策。 张晋晋 摄

80后第一书记贾莹的“三心”工作法
□ 张晋晋

离石区：产业扶贫打造村民脱贫致富新“引擎”
□ 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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