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战振兴一线 军转女书记全家总动员

王宏芳

乡村振兴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能奋斗其中，我深感

荣幸。”

“

驻梅州五华县龙村镇工作队队员兼潭溪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宏芳：

精干短发，质朴笑容，硬朗作风——由广东省文联派驻梅州五华县龙村镇工作队队员王宏芳，言行中既有军人的果敢、文人的情
怀，亦不失女性的柔韧与细致。从军16年，王宏芳作为技术人员曾服役空军某部，2009年转业到广东省文联，女兵成为一名文艺工
作者。2021年8月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以来，王宏芳发挥派出单位优势，以“文化振兴”为抓手提振乡村精气神，探索开展“艺术乡建·
乡见未晚”系列活动不仅大受群众追捧，还曾创下一场直播60万流量的战绩。

驻梅州五华县龙村镇工作队

队员兼潭溪村驻村第一书记

派出单位：
广东省文联

回到“第二故乡”帮扶 这次要谋“富”

王明利

我在部队时曾守

卫湛江，现在来建设发

展湛江，带着这份不解

之缘，我将用情、用心、

用力做好乡村振兴驻

镇帮扶工作。”

“

驻湛江市徐闻县和安镇工作队队长王明利：

这里是王明利23年军旅生涯启航的地方，是怀念多年的第二故乡。而今，脱下军装的他响应号召，以乡村振兴帮扶干部的
角色重新踏进湛江，带领驻地人民增收致富。

驻湛江市徐闻县

和安镇工作队队长

派出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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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 乡村振兴勇当“尖兵”

文化赋能为乡村注入“活水”
“工作队来到龙村镇，我们感觉很幸

运，特别有眼福，时不时就能在家门口看到

省城来的大戏。现在物质生活好了，我们

的文化生活也能跟上了。”只要开戏必去听

曲的黄阿姨越来越迷梅州山歌，闲时还能

哼唱几句，“传了几辈子的客家曲不能忘，

一定要传下去”。

传承客家优秀传统文化，是王宏芳文

化振兴乡村的内容之一。“以文化艺术赋能

乡村，用美育润化乡村，就是在为乡村振兴

注入‘活水’。”她说，去年 8月到职后，她充

分应用对口帮扶单位丰富的文艺文化资

源，围绕深化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提升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繁

荣乡村文化经济等内容开展的“艺术乡建·

乡见未晚”系列活动，深受群众喜爱。

“客家特有的非遗文化，比如提线木

偶、客家山歌，如果不能落地，本地文化自

信从何而来？”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王宏芳，

将客家文艺“遗珠”搬上舞台，重焕光彩。

读书、摄影、音乐，何处不能“乡见”？

这一年，龙村镇有了读书会和青年摄影队，

潭溪村成立了村级志愿服务队，精彩纷呈

的活动带动了新农人对文化精神生活的群

体追求，村民文明素养陡然提升，“共建共

治共享共美潭溪”的观念深入人心。

儿子助学支教 用行动支持妈妈
王宏芳告诉记者，在潭溪村最近举行

的一场大型演出中，为让更多人民群众感

受曲艺魅力，活动采取线上直播和线下展

演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新华网云直播、广东

卫视岭南戏剧频道、五华县融媒体中心等

对整场活动进行了网络同步直播，各平台
累计近60万人次云观看演出，反响热烈。

艺术的熏陶润物细无声。近一年，潭

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硬件设施及村民的

艺术素养软实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文

化聚民、文化悦民、文化惠民成果逐渐显

现，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大大提

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潭溪村的文化系列活动中，对下一

代影响深远的当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

助学支教活动和爱心墙绘。“浙大学子自己

策划了对潭溪村的助学支教行动，引导村

里的少年儿童读书学习，树立远大志向，鼓

励他们将来成为对家乡建设有助益之人。”

王宏芳笑着说，自己的儿子也在助学团队

中，“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妈妈的工

作，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

王宏芳非常认同“人才振兴，从孩子抓

起”。作为一位母亲，她特别关注农村留守

儿童。潭溪村的孩子留守率达到60%，王宏

芳和单位几位同事自发成立了助学小组，

目前正在资助一对姐妹的学费和生活费，

“只要她们好好读书，读到哪里，我们就捐

助到哪里”。

严管厚爱 带好队伍发挥合力
2021年7月7日，王明利带着家人期盼

和领导的重托，带着工作团队来到湛江市

徐闻县和安镇履行驻镇帮扶使命任务。王

明利说：“作为工作队队长，首先要带好队

伍，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王明利结合多年带兵管兵经验，在进

驻后便组织研究《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

镇扶村工作方案》，总结梳理工作队驻镇帮

扶职责，然后结合每位队员的专业、特长、

经历等设置 6 个工作小组，科学搭建人员

分工框架。他说，完成分工后，工作队的大

小事务都可以得到精准落实、运行有序。

这支南沙区派出的最年轻帮扶队伍在

如此“分兵把守”下迅速汇成合力：防返贫

动态监测落实到位，“党建+生态”“党建+
教育”等持续擦亮该队党建引领品牌；自筹

资金助力多项民心工程落地，便民电动车

解决了海岛村民出行难问题，路灯、文化广

场等项目促进当地公共基础服务；创新探

索消费帮扶方式解除和安农民销售之忧，

打造的海产品自主品牌、助力本土企业壮

大又推动当地产业提质再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队严谨高效的工作

作风也激发了当地基层党组织的积极转变。

王明利还记得，初到时和安镇不少村

委会工作杂乱无章，工作队以派驻第一书

记的重点村为先行点，帮助村委会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引导村级管理规范化、制

度化、公开化。工作队创新开展的组织工

作，推动重点村实现第一个定好各项规章

制度、第一个做好土地流转或撂荒地登记、

第一个建立村合作社并有集体收入等多个

“第一”。在全镇进行大规模观摩学习后，

各村庄呈现出新面貌和新变化。

铁汉柔情 与队员并肩成长
成绩面前，王明利保持感恩之心。他坦

言，这一年，自己也时常被工作队员们“拼命

三郎”的劲头感动，“队员们工作劲头都很

高，经常主动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

在工作队进驻和安镇工作一周年当

天，王明利特意召集队员们一起吃饭。大

家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时纷纷感慨：虽付出

很多辛劳，但看到和安一天天的新变化、新

风貌，还是感觉很欣慰、很值得！“当晚还发

生了一个小惊喜”，原来，王明利原想准备

一个蛋糕庆祝，但未能提前预订，没想到队

员早已悄悄安排上，还将每个队员的名字

都装点在蛋糕上，点起蜡烛，“当时大家都

觉得很温暖、很感动。”队员们真正成为了

彼此的亲密“战友”，这使王明利倍感欣慰。

王明利非常感谢广州市南沙区大后方

领导对他的关心支持，工作队能为当地群

众做些实事，顺利开展工作，都离不开派出

单位的支持。他也感谢爱人的理解信任，

王明利感慨，若非家人义不容辞地扛起家

庭重担，自己也无法全力以赴投入到乡村

振兴对口帮扶工作中。

“驻镇第一年各项工作开局良好，我

将以昂扬的工作精神状态带领团队接续

奋斗，用好广州市南沙区组团结对帮扶优

势，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王

明利说。

■省视协公益项目

“影视小屋”落地潭

溪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宏芳手把手指导

村小学孩子如何使

用单反机拍照。

■王明利（中）参

加乡村振兴相关

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