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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需求是神农科技集团驻村工作队努
力的方向。

神农科技集团始终牢记初心使命，驻村工作队将驻点村当成
自己的家，吃在村、住在村，把村民当亲人。

工作队队长李秀兰多次帮孤寡老人打扫卫生、洗头发，带头组
织党员干部扫马路，提升村容村貌；队员于敏璋为特困户乔兰柱安
纱窗、换棉门帘；队员蔡宇为不能自理的病患者清理小便垃圾、为
大病患者开通众滴筹，发动爱心人士捐款；为村民清理门前雪……

此外，工作队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采用“环卫公司+镇
村”的模式，利用光伏资金合理设置公益岗位，党员干部带头巡查清
理有色垃圾、入户帮忙改善户容户貌确保“三貌”符合考核标准。

振兴路上，步履不停。接下来，神农科技集团将持续发挥企业
优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脚踏实
地将“一处美”向“一片美”、“外在美”向“内在美”、“一时美”向“持
久美”的乡村振兴美好蓝图化为壮美现实。

禹门河畔建起了童话梦工厂，占地 60余
亩。无动力区域设置了勇攀高峰、网红秋千、
360自行车、海盗船、火山攀岩、大摆锤、七彩
滑道、天空步道等游乐设施。这是汾阳市田
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最新举措。

梦工厂乐园于 2023年运营以来，解决本
村剩余劳动力 80余人，接待游客 10万人次，
增加集体收入达 30万元，进一步推动田村农
旅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田村与河堤村、上林舍、桑枣坡等 67 个
村抱团发展，联合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共整治
土地 1500余亩，仅此一项就为田村集体增收
750余万元。

村庄错落有致，村容村貌整洁，走进村民
的农家小院，只见不大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
净，屋檐下金灿灿的玉米码放得整整齐齐，屋
内窗明几净，温暖可人。

该村积极开展“净化、绿化、美化、亮化”
工程，有效提升了整村“颜值”，增进了民生福
祉，新村路两侧栽植白皮松 488 棵、法桐 250
棵、油松 108棵、芦北线栽种白皮松 240棵。

禹门河沿河修建护栏 7000 余米，耗资
54 万元对田村新街、铺子街改造污水管网
1400 米 ；水 上 乐 园 段 改 造 农 田 水 利 管 网
1500 米 。 通 过“ 科 技 小 院 ”引 领“ 庭 院 经
济”、土地增减挂钩实施返乡青年创业孵化
基地及精品民宿高质量发展，集体经济有
望达到 5000 万元。

田村如此，其他乡村也不落后，据了解，
汾阳市坚持党建统领、整体发力，去年一年，
全市 193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达 3.54
亿元、平均 183 万元，一年翻了两番，所有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全部达到 10万元以上。

触摸乡村振兴触摸乡村振兴““幸福感幸福感””
————神农科技集团乡村振兴工作纪实神农科技集团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赵良琼

什么是幸福？
对于石楼县马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孙成栋而言，幸福就是村里闲置的牛场已被盘活，30

头带胎的华西牛就是壮大该村集体经济的底气；对于圪连村村民张海平而言，幸福就是打开
自家的水龙头，安全干净的清泉汩汩而出；对于二级残疾群众梁文平而言，幸福就是驻村工
作队队员为他送去方便台灯、帮助维修老化线路……

以国企担当为群众铺就幸福坦途，这是神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帮扶石楼县马家庄村的
出发点，也是他们前行的动力。

走进马家庄村，翻开一本本驻村工作台账，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宣传教育、特色产业、基
层党建……件件关乎民生，合乎民意。

教育保障方面，全村 18名高中生享受政策补助，126名中小
学生享受“两免一补”政策，10名幼儿享受幼儿补贴，2021-2023
年雨露计划补助共 50人 17.1万元。

医疗保障方面，全村家庭医生签约共 796人，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100%。

住房保障方面，对全村 379 户低收入群体和五类群体的住
房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有 2户存在问题，正在研判处理。

饮水保障方面，圪连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已完工，总投资
39.8万元。

稳岗就业方面，截至 2023 年 11 月份，全村稳岗补贴发放
31.8万元；一次性交通补贴发放 14.1万元。

除此之外，为保持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的
要求，该集团特向省民政厅申请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30万元。

……
“数字”的背后，是神农科技集团在全面落实各级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用实际行动，强化统
筹协调，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
位的真实成绩。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环。如何
帮助当地算好“发展账”，发挥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是每一个
驻村工作队都需深入思考的问题。

工作队驻村后，经过多轮走访和上级指导，针对帮扶村现有
的闲置厂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努力在“三变”改革（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上做文章。

原温家沟村委脱贫攻坚期建设的牛场未投入使用，工作队
主动对接集团所属山西神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牛
公司）实地勘察，并组织神牛公司、村委、合作社共同商议运营模
式，基本达成共识，同步协调县乡村振兴局争取 70万衔接资金
用于盘活牛场，2023年 12月 4日，30头内蒙乌拉盖华西牛进厂。

在此基础上，神牛公司依托区域内资源环境条件优势，积极
盘活石楼县王家畔种貂厂建设肉牛养殖基地，以市场消费需求
为导向，应用标准化养殖技术，建设生产上规范、技术保先进、产
业有带动的肉牛饲养基地，通过推广“公司+农民合作社（集体
经济组织）+农户（家庭牧场）”的联农带农模式，促进村民就业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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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故事精彩故事

走基层 讲故事

近年来，柳林县穆村镇安沟村围绕巩固脱
贫成果、提高村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促进乡村
振兴，总投资 3000 万元，引进了占地规模 50
亩、年产5000吨豆制品生产项目。该项目分别
于 2021年与 2022年完成一二期工程，共建设
生产车间8个、生产线160条，提供了400余个
就业岗位，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集体收益30余
万元，村民也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图中村民贾
吉燕从2021开始年在豆制品公司从事搬运工
作，每月可收入 7千元左右。想到自己一年来
的收获，贾吉燕不禁露出了幸福与满足的笑
容。

记者 高茜 摄影报道

石楼县马家庄村闲置的牛场被盘活

巩固，来自“持之以恒”

拓展，来自“精耕细作”

振兴，来自“惠民温度”

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民了解家庭情况

小村之变
□ 文/图 本报记者 梁瑜

汾阳市田村的种植基地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