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筹把握‘帮扶、

推动、共建’的大思路，

打好‘组织建设+资源

对接+项目实施’的组

合拳。”

“

驻湛江吴川市黄坡镇工作队队长高怡冰：

让村民相信科技之力 持续推动科技兴农
带群众到科研院所观摩新品种新技术，引导致富带头人科学养羊，建“脱毒苗实验室”打造薯业主培扩繁基地……驻镇一年多来，

驻湛江市吴川市黄坡镇工作队队长高怡冰执着推动科技兴农，推动多个产业落地，让群众在深刻感受科技的力量。

高怡冰
驻湛江市吴川市黄坡镇

工作队队长

派出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依靠科技团队 推动多个产业落地
新快报记者见到高怡冰时，他正准备

和工作队队员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

热带作物研究所（简称“南亚所”）、湛江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简称“湛江农科院”）拜访

专家团队。高怡冰告诉新快报记者，一年

多来，这两所地方他们已经跑了几十次。

来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高怡冰深

知，乡村振兴，产业要先行，但是没有科技

力量的支撑，产业很难发展得好。因此，他

非常重视跟南亚所、湛江农科院的两支科

技特派员团队进行深度对接、合作，期望借

助科技特派员的力量，进行产业谋划。一

年多来，他们已在黄坡镇推动循环养羊、甘

薯种苗主培扩繁、热带果树产业示范园建

设、黄瓜品牌产业加工、奇楠沉香产业、蔬

菜种植等多个产业项目建设。

高怡冰坦言，推动的过程也不容易。当

地农民种植、养殖主要靠经验，对新技术和外

界信息了解不多。为此，他和工作队队员多

次带村民到两个院所参观学习，了解优质品

种和市场信息，“对他们的冲击非常大”。

“要是没有高队长他们引进科技团队

的技术支持，我们真不敢投资。”在黄坡镇

的荣枫科技养羊基地，一位负责人告诉新

快报记者，他们四个人投资 80万元建起了

养羊基地，从买羊仔到养殖、管理全程都有

专家的技术支持，目前第一批羊已经产出

了20多头羊仔，前景乐观。

在新屋村、三柏坉村和林屋村，高怡冰

和工作队还利用单位帮扶资金 20多万元，

为三个村的四小园种上一万多棵黄皮树，

这些树由南亚所的专家精心培育和精挑细

选，种植后由村民自己管理，收成归大家。

帮扶、推动、共建“六字经”
高怡冰既有冲劲，更有柔情。在对重

点监测户的走访中，高怡冰发现有两户家

里的墙上挂满了奖状，高怡冰和队员们感

触非常深。“教育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

定要在最需要的时候帮他们一把。”高怡冰

说。随后，工作队把后方三个帮扶单位的

“630”资金转到镇里，专门对监测户所有在

校生进行帮扶，每人每学期资助1500元。

有一次，工作队看到一户脱贫户的房

子漏雨了，担心其他户也有类似的情况。

于是，工作队专门组织对新屋村、三柏坉村

和林屋村的脱贫户住房进行摸底，对有开

裂、漏水等情况的，利用“630”资金和单位

自筹资金进行修缮，让群众安居无忧。

一年半的驻镇帮扶工作，高怡冰总结

出了六个字的经验——那就是“帮扶、推

动、共建”：帮扶，关键是和“人”打交道，要

以新视野、新想法、新思路影响当地干部，

凝聚发展共识。推动，关键是对“事”下功

夫，要找到突破口和切入点，在产业培育、

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生态修复、组织建设

等方面有新举措、新进展、新突破，形成持

续发展动能。共建，关键是合“力”出成效，

充分调动镇、村干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这样就能共同缔造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美好乡村。

分秒必争，不断

打通枢纽节点，让佛

山顺德的先进生产力

灌输给古水镇，激活

乡村的更多潜能。”

“

驻肇庆市广宁县古水镇工作队队长陈金虎：

发掘旅游“致富河”耕好产业“责任田”
从鱼米之乡来，到竹茂林深之地去，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干部陈金虎心中有张振兴蓝图：不仅要发掘乡村潜力，还有激

发乡村的内生动力。
作为驻肇庆市广宁县古水镇工作队队长，一年半以来，陈金虎带领工作队全力配合古水镇党委政府，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

“牛鼻子”来抓，截至2022年12月底，古水镇15个村（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10万元，提前完成2023年目标任务。“乡村振兴给我最
大的动力，就是看着初始的蓝图逐步变为实景，让人感到未来越来越可期，越干越有劲。”

活用乡村资源 发掘内部潜能
作为“三农”工作的新手，陈金虎带着

满怀的希望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顺德

是‘鱼米之乡’。由于在大良街道办事处工

作的关系，我接触了不少农业企业，对现代

农业颇感兴趣。有机会参与乡村振兴帮

扶，既学以致用锻炼能力，又能为农村建设

作贡献，对自身来说可谓难能可贵。”

古水镇位于广宁腹地，是知名的“竹

乡”。陈金虎带领工作队 9 名队员在实地

调研中发现，当地部分乡村脱贫不久，一些

群众、干部的思想仍停留在“兜底保障”“等

人来帮”的层面上，且受困于当地产业单

一，对发展无甚头绪。

陈金虎和队员们却认为，古水镇大有可

为：古水河犹如玉带，穿镇而过，两岸青山翠

竹……这便是古水镇独一无二的资源。另

外，古水镇还有西瓜、腐竹等特产，以及等待

复耕的撂荒地。由此，陈金虎与工作队队员

形成了一致理念：“驻镇工作队只是一道‘外

力’。要把乡村振兴做好，就要发掘乡村内部

潜能，提振当地镇政府、村委会，甚至村民的

信心。有了信心，认识到自身优势，就有了抓

手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树立项目标杆 激发群众热情
信心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稳定收益。

在大潘村，一场徒步活动使古水河在摄影爱

好者面前揭开面纱，陈金虎和工作队趁热打

铁，及时引入顺德企业助力，捐赠资金支持

大潘村委会开展“水上竹筏观光项目”。

一条竹筏，缓缓游过古水河，两岸“秘

境”尽收眼底……旅游项目广受游客欢迎，

开展大半年就给大潘村带来超过13万元集

体收入，不断壮大乡村的经济底子。收益，

让大潘村看到发展良机，开始主动打造古水

河沿岸旅游服务，积极性可谓今非昔比。

工作队为古水镇规划的蓝图中，陈金虎

印象最深的还有撂荒地复耕。位于黄洞村

的一块 16亩农田，是该村特色种植项目示

范点，也是陈金虎的“责任田”。“黄洞村耕地

资源不多，我挂点责任田的时候，就狠下决

心，一定要为乡村特色产业找到突破口。”于

是，他潜心破题，和科技特派员到田间地头

“把脉”地质墒情，还到广西取经，将“荔浦芋

头”项目引进落户到责任田上试种。

“2022 年 11 月，香芋迎来丰收。更可

喜的是，此举受到了种植户、村干部关注，

黄洞的村支书更主动加入，亲自开辟了 15
亩地作为自己的‘责任田’，种花生为集体

增收。”谈起乡亲的积极作为，陈金虎喜上

眉梢。一步一步地，曾经的荒草地、水淹

田，纷纷开垦出“特色香芋”“稻鱼共生”等

多个乡村振兴产业，带动更多乡亲加入。

“这就是乡村振兴让人越干越有劲的原

因，看着一个个产业落地，村民跟着干，我们

也跟着振奋。”陈金虎表示，乡村振兴是久久

为功的工作，下一步，他将竭尽全力，引入更

多佛山资源打造古水镇乡村振兴项目。

陈金虎
驻肇庆市广宁县古水镇

工作队队长

派出单位：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

■陈金虎和工作队

发展的古水河“水

上竹筏观光项目”

广受游客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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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长

■在黄坡镇的沉香

产 业 园 ，高 怡 冰

（右）与驻村第一

书记劳富顺（左）

研究沉香产业发

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