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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员

用好每一分钱做实民生工程
鄞壬在驻镇工作队主要担任党务财务组

组长，就是一手抓好党建促乡村振兴，一手抓

稳“钱袋子”管理好振兴资金。去年，工作队有

一笔40万元的“630”捐赠资金，正是鄞壬的派

出单位广州南沙现代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所赠。如何把这笔钱用好、用对，用得让群众

满意？经过多方走访和讨论，工作队把“振兴

项目第一步”走在了为韶山村等几条村修复塘

边水渠上。

当时，塘边水渠已经多年失修，水渠里长

满了水浮莲，无法灌溉。项目确定后，鄞壬开

始“穿针引线”，一边把水渠项目的情况跟单位

进行对接，落实好资金；一边监督工程进度抓

建设。“去年9月底拨的款，11月下旬工程就完

工了。”鄞壬说，“今年春耕，韶山村、高山村、赤

嵌村等三四条村的农田灌溉改善很明显。”

据他介绍，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一年多来，

驻附城镇帮扶工作队已用“631”财政资金安排

了31个项目，其中部分项目已经完工结算。

重点监测户拿到了补助住上了新房
说起鄞壬的乡村工作，有一户人家是绕不

开的，那就是韶山村重点监测的脱贫户叶美

邱家。

2018年，叶美邱因工伤致残导致身体瘫

痪，卧床多年，由于无法出门，一直没能去办理

残疾证。为了让他享受到国家的惠残政策，鄞

壬和工作队积极协调雷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

为叶美邱开展“上门评残”，最终鉴定为一级肢

体残疾，每月可享受440元的残疾人补助。

更令鄞壬印象深刻的是叶美邱家的房子，

就一个通间的土房。为了改善他家的居住条

件，附城镇申请了危房改造补助，工作队筹集

了社会资金，“目前房屋已基本翻新完工，隔出

了厨房、厕所，还分了两个房间。”

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叶家人十分感动，“叶

美邱家人多次给我发微信、打电话，说要把家

中的老母鸡、鸡蛋送给我们。”如此热情让鄞壬

难以招架，只能找各种“我不在”“我有事外出”

等理由不断婉拒。

让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回流到乡村
去年初到附城镇，看到了成片的农田和海

边的咸淡水养殖，鄞壬的第一感觉是，“跟我们

南沙万顷沙很像”，这让他充满了亲切感。

为给当地农户增收，工作队引进了一个

水果玉米项目，拟建200亩水果玉米产业种植

基地。“工作队打井、修路搭平台；村里出土地，

村民入股；农业公司出技术和渠道，采用订单

式生产。 ”鄞壬说，农业公司跟村民形成了利

益联结机制，可以让村民实实在在获得收益。

一年多的乡村工作让鄞壬意识到，乡村振

兴就要让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血液”回流到

乡村，加强农用地的流转，通过规模化、产业化

经营，让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去做传统农

民难做的事情，如改良品种、储运营销等，要推

动农业公司等主体与农民建立更深入的利益

联结机制，实现真正的惠农助农。

到了新田镇，

我发现这里比我想

象的要好，尤其生态

环境很好，适合发展

绿色产业。”

“

叶志邦
驻汕尾市陆河县新田镇

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

科技赋能，新田镇养蜂产业提质增效
“农民种的、养的东西很多，不约而同面

临一个主要问题，农产品怎么卖出去，如何

卖得好？”叶志邦说，进驻新田镇后，驻镇工

作队在前期调研中了解到，养蜂是新田镇传

统产业，从事养蜂的农户数量不少，然而，由

于蜂群产量低、病害易发生、品质参差不齐

等问题，导致农户养蜂收入不稳定。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根据新田镇

养蜂产业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驻镇工作队

与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携手搭建平台，打

通政府、企业和村集体合作社、蜂农之间的

交流渠道。与此同时，邀请农村科技特派员

团队深入农村养殖户，针对养蜂产业把脉开

方，通过集中培训、现场讲解等形式，为蜂农

提供科技指导和技术服务。

去年，新田镇陂坑村集祥蜂业专业合作

社遭遇病虫害，导致部分蜂群死亡，在科技

特派员团队反复检测排查下，最终找到病

因，帮助合作社及时止损。不仅如此，驻镇

工作队大力帮扶合作社，“以点带面”示范带

动当地蜂农技术和产业水平提升。

在驻镇工作队的积极推动下，省级中华

蜜蜂（华南中蜂）保种场保护区成功落户新田

镇。“中华蜜蜂是我国传统的当家蜂种，华南

中蜂又是中华蜜蜂最优良的蜂种之一。”叶志

邦表示，中华蜜蜂（华南中蜂）保种场保护区

的建设，有利于保护好蜂种资源，更有助于养

蜂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兴村。

申报“圳品”，蜂蜜农产品加速融“湾”
叶志邦表示，如果说科技赋能和种源保

护，是从蜜蜂产业的源头进行培优提质，那

么，驻镇工作队着力推动蜂蜜产品进入“圳

品”目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是推动蜜

蜂产业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的关键一步。

“农产品想成为‘圳品’并不容易，因为

‘圳品’有非常严谨的标准。”叶志邦告诉新

快报记者，新田镇蜂蜜农产品进入以高标准

严要求精品质著称的“圳品”的过程，可以说

是一波三折。期间，驻镇工作队经过不懈努

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有关部门

专家反复研讨，找“症结”开“药方”，最终推

动蜂蜜农产品进入“圳品”目录。

“农产品能否卖出去，关系到农户和村

集体的收入。帮助农民把产品更好地卖出

去，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叶志邦

说道。2021年以来，驻镇工作队发挥帮扶优

势，开展消费帮扶活动，累计销售金额超过

100万元。其中，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作为帮扶成员单位之一，一次性向集祥

蜂业合作社采购3万多盒蜂蜜，消费金额达

72 万余元。驻镇工作队还积极推广“圳帮

扶”产销对接和招商平台，为新田镇特色产

品拓宽销售渠道。

“蜂蜜水今年 10月上市，目前也在申请

‘圳品’。”叶志邦说，目前，驻镇工作队协助

新田镇，凝聚合力，做强特色蜜蜂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产增收，为乡村振

兴打造强劲的产业引擎。

驻汕尾市陆河县新田镇工作队队员叶志邦：

做好“甜蜜产业”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我们的‘蜂蜜水’今年10月正式上市！”在电话中，叶志邦迫不及待地和新快报记者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2021年，驻汕尾市陆河县新田镇工作队进驻后，来自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队员叶志邦发现，新田镇作为养

蜂大镇，蜜蜂产业形成规模，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
通过驻镇工作队努力，农村科技特派员下乡为产业把脉开方，省级中华蜜蜂（华南中蜂）保种场保护区落户新田镇，蜂

蜜农产品进入“圳品”目录……在他看来，打造“蜜蜂小镇”，做强“甜蜜产业”，新田镇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叶志邦在

田间插秧。

驻湛江市雷州附城镇工作队队员鄞壬：

群众的信任让我更加有干劲
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广州南沙驻湛江雷州市附城镇帮扶工作队队员鄞壬没有休息，抓紧到村里走访慰问脱

贫户。“平时工作太多了，走不完，就利用周末去走，村民家里也有人。”鄞壬说，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一年多来，他十分深
刻地感受到，“附城镇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真的有很强的信任感，这让我们在开展工作时也更加有干劲。”

希望附城镇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

“

鄞壬
驻湛江市雷州附城镇工

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广州南沙现代农业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鄞壬走

访脱贫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