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值！

王守信

穿上军装是钢

铁战士，脱下军装是

帮扶老兵。”
“

驻阳江市阳春市春湾镇工作队队员王守信：

“涛儿，你就要参加人生较为重要的考试——中考，我巴不得现在连夜从阳春赶回珠海……”2022年6月25日凌晨，坚守岗位的
王守信挑灯疾书，把对儿子的千言万语浓缩在一封信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王守信三次主动请缨奔赴乡村一线。“我们每个人必须拥有家国情怀。”正如他在信中所说，身为一名共
产党员和帮扶老兵，舍小家顾大家，“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我觉得很值！”

驻阳江市阳春市春湾镇

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珠海市香洲区

湾仔街道办事处

选中主攻方向 助推溪口卤鹅产业升级

王向阳

从军时听党指

挥，扎根边疆卫国戍

边；退役后响应号召，

乡村振兴服务群众。”

“

驻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工作队队长王向阳：

皮肤黝黑，举止干练，眼神明亮，军转安置5年半的王向阳身上依然带着军人的精气神，一副黑框眼镜又显出几分儒雅的书生
气。这与他坚持学习分不开，在部队工作期间，他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又参加信息化培训；转业后，又通过了国家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

“部队里养成的良好工作习惯和方法，对我帮助很大；参加乡村振兴，我们的团队很团结，很正能量。”王向阳感谢军人生涯的
历练，也感谢工作队员、后方单位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充分信任。

驻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工作队

队长，挂职磷溪镇党委副书记

派出单位：
中山市南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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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 乡村振兴勇当“尖兵”

奔赴帮扶一线第八年
“2010 年，我去惠来的时候，儿子才三

岁。”2008年，在部队服役 17年的王守信转

业到地方，2010 年开始先后在揭阳惠来县

和阳江阳春市参与脱贫攻坚战。“斗罢艰险

又出发。”2021年，他再次响应国家号召，投

身乡村振兴伟业。

今年已是王守信奔赴帮扶一线的第八

年。翻开尘封的记忆，往事还历历在目，其

中，阳春市永宁镇林湾村是他心里始终牵挂

的地方。2016-2019年，他担任林湾村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进村的山路让他难以忘

怀，“从阳春市到林湾村，途经海拔一千米的

大山，山路蜿蜒崎岖，有两百多道急弯”。

抓党建、强产业、促就业、提技能、搞基

建、建机制……三年时间，作为一名退伍老

兵，王守信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靠着一股

韧劲、拼劲、闯劲，带领村民们一起爬坡越

坎，努力摘掉贫困的帽子。“全村面貌焕然

一新，脱贫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原来的

3200多元增加到11000元以上。”

前不久，林湾村一户脱贫户还打电话

和王守信分享喜悦之情，表达感恩之心：他

养的羊从帮扶前的 20 只发展到现在 150
只，中间还卖了100多只；去年，他家总收入

达到 9 万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5 万元，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你们！”

开展多项培训促就业
“从驻村帮扶到驻镇帮扶，身上的担子

更重了。”王守信说，驻镇工作队进驻春湾
镇后，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在前期调研中，驻镇工作队走访全镇
各村，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
发严重困难户等三类人员进行全面摸排。

“目前，全镇共 10 户 48 人纳入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在王守信看来，通过动态监测，确

保监测对象及早发现、应纳尽纳，同时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户施策、精准帮

扶，才能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发扬脱贫攻坚

精神，尤其是围绕‘精准’二字下功夫。”王

守信说，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驻

镇工作队除了想方设法发展产业外，还根

据监测对象不同情况，采取就业帮扶、技能

培训等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促进监测

对象和农村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珠海市香洲区驻阳江市劳务协作工作

站在春湾镇落地，春湾镇乡村振兴人才驿

站投入使用……“充分发挥我们的帮扶优

势，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搭好平台。”王

守信说，去年以来，工作队先后举办粤菜师

傅职业技能培训班、乡村振兴农村电商培

训班，今年 8月又开展南粤家政培训，组织

脱贫劳动力、低收入家庭参加，通过加大帮

扶力度，培养技能人才，促进农村劳动力就

业增收，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总结提炼多项工作方法
2017年1月，在新疆部队服役16年的王

向阳转业安置到中山市南朗镇政府。2021
年 6月底，因工作综合能力突出，被南朗镇

党委选派到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开展乡村

振兴工作，担任中山市翠亨新区组团驻磷溪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简称“工作队”）队长。

在一年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他总结提

炼出多个“朗朗上口”的工作方法：“五个三

机制”顺畅了组团成员单位、当地区镇党委

政府和驻市指挥部等各方的沟通协调；问

计于商、问计于智、问计于民的“三问法”探

索着磷溪镇产业发展之路；政府托管、制度

严管、全程监管、思想统管的“四管”齐下，

规范了帮扶资金使用；共享模式、联合模

式、托管模式“三种模式”利于优化利用土

地资源……“在实践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很

重要，具有指导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可

复制的经验。”王向阳说。

王向阳带领工作队做了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开局性工作，湘桥区委主要领导充分

肯定和高度认可，并作出300多字的批示。

引专家拓市场发展产业
善于思考总结的王向阳，实践也是一

把好手。为了“问计于智”发展磷溪镇特色

农业，去年 11 月，他带着种植大户参加潮

州市农科中心举行的农产品展示活动，之

后引进了芋香南瓜、芋香冬瓜、西施南瓜等

优质品种，已经成功试种第一季。为了让

磷溪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当地，他带着几家

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到中山考察市场，目前

与几家果蔬销售商建立沟通联系。最近，

积极协助当地政府7月17日在磷溪镇芦庄

村小庄自然村举行“黄皮果采摘季”暨特色

农产品推介活动……

这其中，王向阳认为能够给磷溪带来

最大变化的要属鼎力助推“溪口卤鹅”产业

升级。溪口卤鹅很有特色，但一直以来只

是靠家庭作坊式生产，在当地销售。在王

向阳的力推和主导下，工作队一边深入挖

掘和宣传其文化价值，一边深入调研，明确

产业定位，谋划发展路径。他还通过电商

赋能（在驻市指挥部的引荐下、推动中山火

炬职业技术学院到磷溪开设直播带货教学

点）、科技助力（发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科

技特派员团队的专业优长、将卤鹅的保鲜

保味保质从三天探索延长至一个月），扩大

了溪口卤鹅的销售半径和市场。

王向阳介绍，目前依托当地卤鹅企业，

溪口卤鹅正在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的方向努力，工作队积极谋划成立卤鹅协

会、提升企业层次、深挖卤鹅文化和推动上

下游融合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助力溪口卤

鹅走向更大的市场。

■驻磷溪镇工作队队长

王向阳（左二）在仙田一

村百亩稻田走访调研。

新快报记者 孙毅/摄

■王守信（右二）把就

业 岗 位 信 息 送 到 脱 贫

户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