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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员

供水站改造提升 仅用18天完工
“蔡屋村乔北供水站是我们工作队第一

个落地开展的实体项目。”去年 9 月，驻湖

光镇工作队进驻不久，便遇上蔡屋村乔北

供水站水井突然坍塌,加上站内设备破旧，

水质难保障，供水提升改造计划迫在眉

睫。

来自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朱一

鸣此前对接过水投建设等工作，在此节骨眼

上，他便挑起大梁，主动提出跟进乔北供水

站的改造提升。“得益于广州交投集团等多

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从动工到完工，我们仅

用了18天！”但通水当天，意外来了。

朱一鸣说，施工人员在接管时发现水管

发生了位移，需返回市区重新购置零件，如

此一来，周边几个村得从下午5点停水至夜

里11点，可能连饭也做不了，“可想而知我当

时心里有多忐忑。”晚饭也顾不上吃，他在水

站门口迎接一波又一波村民，“但都没骂我

一句，他们问完情况就走了，还说要来水站

帮忙打扫卫生。”朱一鸣很意外，也深受感

动，“只要耐心跟他们讲清楚情况，我们的努

力与付出，村民们都能够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乔北供水站通水后还成

为了湛江首个水质全流程监控供水站，周边

的蔡屋、塘北、杨雪等3个村村民的安全生活

用水获得充分保障，“现在每次过去，水站站

长还亲切拉着我唠家常，我心里也觉得很温

暖。”朱一鸣说。

结合实际做规划 驻村工作冲在前
除了在驻湖光镇工作队中负责跟踪推

进帮扶项目外，朱一鸣还兼任外坡村第一书

记。在工作队进驻初期，他就在镇党委副书

记、工作队队长钟洪国带领下，走遍了全村

每一个角落，在或硬底化或泥泞的道路上留

下了脚印与汗水。

结合调研实际，驻湖光镇工作队引来广

州市城规院，为外坡村制定了乡村振兴规

划设计，决定优化配置旧县河岸景观与村

内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湖光岩风景区吸

引周边高校师生，把外坡村打造为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文旅综合示范区。由于

设计方案科学合理，又能高度契合镇域发

展规划，该村的乡村振兴规划设计获得各

级领导的高度认可，被列为市、区委党校的

授课案例，党校学员也多次到外坡村现场

参观。

朱一鸣认为，只有真抓实干，才能得到

村民的认同。日常工作中，他冲锋在前，各

类打扫清洁、入户慰问、防疫工作他都活跃

在一线。

5月份湛江全市第一次开展大规模核酸

检测，朱一鸣利用在广州的志愿者经历，带

头参与了外坡村采样点的布置设计，也与医

护人员一起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入户采样。

“被老人家紧握着双手的时候，即使语言不

通，也能感受到他们眼里的认同，这是最好

的回报。”

朱一鸣提到，眼下，他也在努力推进外

坡村农文旅产业规划落地，为湖光镇村的乡

村振兴发展注入个人之力，“感觉自己时刻

都在收获锻炼和成长，也希望能为尽己所能

助力湖光镇村更美更富强。”

“他们感动的泪激励着我，
要帮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2021 年 7 月的一天，邹海军脱下消防

指挥员制服，挂好，立正，敬礼。

因为接下来，他要背上行囊，以新的身

份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的第一线。

对邹海军的这个决定，家里和身边人

一开始是反对的。但乡村出身的邹海军明

白，只有深入到当地帮扶，才能让乡村振兴

这项长期持久的工作有更显著的效果。“我

也想趁着年轻多锻炼，我希望将来站在深

爱之人身边的，是一个更好的、能力更全面

的自己。”

驻村不久，一次走访坦塘村的经历让

邹海军印象深刻。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在

家干活不小心摔跤，摔断了几根肋骨。无

奈家中经济窘迫，没有钱去医院救治，只能

一直在家卧床休息。邹海军所在的工作队

得知后，第一时间赶去慰问，积极联系县各

级民政部门和医院，将老人送到医院救治，

并为他减免了医药费。当工作队再次入户

探望老人时，逐步康复中的老人和他的家

属握着队员们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到动

情之处还几度落泪。那一瞬间邹海军深受

触动：“他们感动的泪一直激励着我，要帮

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自此，邹海军更加认真对待每一次入

户走访，从推心置腹的交流中捕捉民意，设

身处地帮群众解决“急难盼愁”。

苦练粤语跨越障碍
克服挑战融入群众

从消防一线到乡村振兴一线，邹海军

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条件艰苦，工作上挑战也很大，几乎是从

零开始学习。”宣传报道、防止返贫监测、乡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调研、协调各级镇和县

政府工作、项目立项……这些都是他从前

未曾涉猎的领域，凭着过往在烈火中锻造

的坚韧，邹海军咬牙坚持直面挑战。

语言是邹海军要面对的另一项挑战。

家乡在湖北黄石的他，面对广东本土的粤

语和界炮镇的雷州本土话都有着巨大屏

障。但没有共同语言，就很难和群众打成

一片。邹海军迎难而上，一开始他利用和

女友通电话的机会来练习粤语，后来他尝

试和村民用粤语对话，村民也乐意做他的

老师，在互动中增进感情。如今，邹海军已

经可以听懂和进行简单的粤语对话。

在邹海军所在的工作队努力下，界炮

镇无论是在基础建设还是产业上都得到了

提升和发展。尤其是当地的圣女果产业，

作为界炮镇的“财富密码”，每年 11月上市

后，可一直采收到次年 5月左右，为当地农

民创造 4000多个就业岗位，增创劳务收入

超 1 亿元。在圣女果热卖的背后，是工作

队积极构建的“帮扶单位+企业主体+农户

基地”帮扶模式，是邹海军等工作队员为分

拣包装、直播营销、供需对接奋力奔走的身

影。

乡村振兴工作不

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的，一定要有足够的信

心和耐心去完成这项

工作。”

驻湛江市遂溪县界炮镇工作队队员邹海军：

农村工作无小事 帮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消防员被人们称为“最美逆行者”，而参加乡村振兴工作是邹海军在消防救援现场之外的一次“逆行”。一年

前，他不顾家人和身边人的反对，投身乡村，成为帮扶工作队的一员。在他逆行身影的背后，是坚定不移的勇气，
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使命与担当。

邹海军
驻湛江市遂溪县界炮镇

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村民的理解和

包容令我感动，也

为我投入帮扶加足

马力。”

“

驻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工作队队员朱一鸣：

脚沾泥土 说话办事更加接地气了
“乔北供水站通水当天出现意外，得停几个小时的水，村民连做饭都受影响，但却没骂我一句，了解完情况就回去了，真

的很让我感动。”广州驻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工作队（下称“驻湖光镇工作队”）队员朱一鸣谈起这个“小插曲”，仍是感激。进
驻一年多，他坦言更加能切身体会基层和乡村的需求，自己脚下沾了泥土，说话办事也更接地气了。

朱一鸣
驻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

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朱 一 鸣

（左）每次来

乔北供水站，

站长都会亲

切拉着他唠

家常。

“

■邹海军到田间查看当地产业圣女果的长势和出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