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圆梦新年，在寒天送上崭新冬衣
春节将至，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儿，人人都会备上新衣服，而新年穿新

衣，是年俗，更是寓意来年顺利。然

而，在城市困境家庭里，人们省吃俭

用，精打细算用着每一笔生活费，包括

一件新衣服。

冷空气降临广州多日，天河区前进

街的 70 多岁英婆婆身上穿的仍是一件

旧毛线外套；和英婆婆比邻而居的18岁

女孩萍萍同样衣衫有点单薄，但她却解

释说：“我常常运动，穿薄一点没关系。”

然而，前进街社工服务站里，熟悉她

们的社工都透露，无论英婆婆还是萍萍，

都渴望一件新衣过年、过冬。让人惊喜

的是，恒昌公益的志愿者，在“小寒”这天

出现，并提前送上春节新衣——棉绒红

马甲。

1月5日下午，恒昌公益分别在天河

区前进街、越秀区梅花街举办“新年心

衣”计划捐赠仪式。该机构将 100 件质

量上乘的棉绒红马甲以及大米、鸡蛋等

慰问物资，分别捐赠到两个街道的社工

服务中心，并通过社工将爱心冬衣分派

到辖区里有需要的困难家庭。

前进街的英婆婆便是来自其中一个

困难家庭。由于丈夫常年患病卧床，治

疗费昂贵，家庭经济被大病拖垮。英婆

婆为了照顾家庭生活，很久没添置过新

衣服。捐赠仪式结束后，她手里捧着沉

甸甸的大米和鸡蛋，身上已迫不及待试

穿上了温暖马甲，脸上笑容不止。“我真

的太喜欢这件新马甲了，穿在身上又暖

又轻，红色也很喜庆，最适合做新年新

衣。”她说。

在位于越秀区共和路的梅花街道，

63 岁的列叔亦对手上新获赠的红马甲

爱不释手。“广州每年冬天，总有一段

又湿又冷的气候。”列叔告诉新快报记

者和恒昌公益志愿者们，前段时间天

气寒冷，又适逢新冠病毒高发期，他和

妻子都不敢出门去做工。“因为家里孩

子患有残障，体质不好，须小心照顾。

加上家里的冬衣又不大充足，我们一

家 三 口 只 好 待 在 家 里 避 寒 ，不 敢 出

门。”正因如此，列叔表示会特别珍惜

这件新冬衣。

“梅花人家”社工站的郑主任表示，

近日会陆续将恒昌公益捐赠的新冬衣和

慰问物资派发到辖区的困难家庭，让大

家都过一个“暖冬”。

暖意不止，“新年心衣”计划走进
社区送关怀

据了解，一件件棉绒马甲，既是恒昌

公益践行爱心的载体，亦是“新年心衣”

计划的见证。

据恒昌公益负责人介绍，机构服务

的领域既有助医、助学、助困，同时亦在

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共同富裕。

2022年12月7日，在大雪节气当天，

该公益机构的“新年心衣”计划暖心上线，

给困难群众送去新衣新鞋。志愿者团队

迈着送暖脚步，先后踏访了内蒙古、云南、

重庆等地的偏远山区，关怀困难群众。

如今，该计划启动广州站温暖行动，

旨在新春佳节前夕，为广州多个困境家庭

捐赠崭新棉绒马甲，并送上诚意慰问。为

了将爱心马甲精准捐赠，该机构的广州志

愿团队更提前做了社区调研，最终将暖心

衣服送到有需要的人群手上。

“俗话说，小寒大寒准备过年。我们

举办本次捐赠的初心，是特别希望给社

区形成帮助。下一步，恒昌公益还会带

着‘新年心衣’计划，走进更多社区，为关

怀社区群众出一分力。展望未来，我们

希望继续前行，用好捐赠人的每一分善

款，同时服务更多有需要的困难人群。”

恒昌公益负责人表示。

新衣暖身 以爱暖心

恒昌公益“新年心衣”计划启动广州站送暖行动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李斯璐

“这衣服好漂亮，好暖和。”70
多岁的英婆婆抚摸着手上的棉绒
马甲，欢天喜地。2023年 1月 5
日，“小寒”节气应时而至，这天下
午，恒昌公益志愿者将一份份囊括
红色棉绒马甲，以及装有大米、鸡
蛋等物品的新春慰问礼包，送到英
婆婆等20个广州困难家庭代表手
上。一件件棉绒马甲，正是公益机
构北京恒昌公益基金会“新年心
衣”计划的载体。融融暖意亦由此
传递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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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一方水土”，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四方村位于星子镇的北边，多丘

陵，而且很多山地丢荒多年。如何把荒

山变成“金山”？驻星子镇工作队和四

方村“两委”通力合作，确立“全村党员+
村民”抱团发展的工作思路，依托长期

以来良好的烤烟、鹰嘴桃、水稻等种植

基础，活用“一方水土”，相继成立鹰嘴

桃基地、稻稻菜基地、烤烟+水稻基地、

益肾子基地、中药材基地等，推动村级

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工作队队员何保明是驻四方村第一

书记，他告诉新快报记者，四方村的鹰嘴

桃不仅多汁味甜，而且粉绿好看，品质上

乘，“我们请农业专家来调研，发现四方村

的紫色土壤富含钾镁锌，能够刺激桃类水

果的甜度和口感，所以四方村的鹰嘴桃品

质特别好。”为此，工作队与村“两委”通力

合作，将鹰嘴桃作为村级重点产业，600亩

的基地2022年就创下了销售收入超100
万元的喜人业绩。“我们准备把基地再扩

大200亩，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何保明说。

工作队还引进初心优品公司发展

稻稻菜种植项目，采用“公司+合作社+
村集体+农户”的绿色高效模式，给四方

村村集体经济注入新动能，目前基地首

期已完成土地流转500亩。

推行“双重身份”，激发村民创业热情
振兴产业，关键在于激发当地村民

自主谋发展的热情。为此，驻星子镇帮

扶工作队和四方村“两委”的指导下，四

方村成立了缘桃合作社，村民既是社员

也是股民，既能参与合作社管理，也能

享受分红收益。

“社员+股民”的双重身份激发了村

民发展产业的热情。在家的村民自己

种植管理自己的土地，直接用土地入

股，实现“零流转”；外出的村民将土地

交由合作社种植管理，与合作社按比例

分成。村民不仅享受土地入股分红，还

可以在基地务工，多渠道提高收入。

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工作队主要在

上规模、强管理和技术指导三个方面下

功夫。在工作队指导下，合作社挑选村

里能人成立管理团队、技术团队和销售

团队，明确分工，团结合作，充分激发村

民的发展内驱力。目前，通过这种模式，

除了鹰嘴桃基地，大元自然村也种植了

200亩的益肾子基地。

实施“三项免费”，解决难题带动产业
工作队队长免费购买树苗、免费教

授技术、免费宣传推销，针对产业发展中

的技术、销售等难题，驻星子镇工作队提

供一站式“三项免费”举措，有效带动了

产业发展。

郑炜介绍，工作队已经出资12万多

元购买鹰嘴桃和益肾子等树苗，免费发

放给村民、合作社；制定 8个统一标准，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全程进行免费技术

教授与技术指导；制作宣传图、视频等

加强推广，联系帮扶单位进行消费帮

扶，协调电商拓宽销售渠道。

“三大免费措施”实施后，村民发展

产业积极性大幅提高，鹰嘴桃基地面积

新增 400 亩。不仅如此，通过技术指导

和安装水肥一体化设施，鹰嘴桃产量从

原来的一棵树 60斤提高到 120斤，种植

效益翻倍。在工作队免费销售帮扶的

带动下，去年促销鹰嘴桃 6万斤，菜心、

番薯等 100 箱，销售额约 42.7 万元。下

一步工作队还要通过区援建局建立的

线下销售实体店铺将星子的优质农产

品卖到珠三角。

“我们致力于为各村产业发展提供全

覆盖式帮扶，确保村民‘种好果，卖好果、

户增收’，同时带动村集体增收。”郑炜说。

广州市黄埔区驻连州市星子镇工作队：

探索“1+2+3”模式 推动村级产业发展

■采写：新快报记者 方轶 通讯员 唐嫦丹

在清远市连州市星子镇的四方村，荒山正在逐渐披上绿
衣，1000多亩的鹰嘴桃树、益肾子树成为村集体和村民的摇
钱树，仅2022年就带动500多户村民户均增收3500元。

广州市黄埔区派驻清远市连州市星子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简
称“工作队”）进驻后，按照广州开发区援建和对外经济合作局（简
称“区援建局”）和星子镇党委的要求，针对四方村村集体薄弱、村
民持续增收难的情况，带领村委会以“1+2+3”模式探索破解路径，
通过活用“一方水土”、推行“双重身份”、实施“三项免费”的方式，推
动农业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双增收。“我们要把四方村
打造成示范村、样板村，推进星子镇的富民兴村步伐。”连州市驻
镇帮扶工作组组长兼驻星子镇帮扶工作队队长郑炜说。

■郑炜（右）带队到星丰农场把关消费帮扶产品鹰嘴桃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