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产业做大做

强，才能实实在在帮助

群众增加收入。”

“

驻湛江市徐闻县前山镇工作队队长刘少泳：

坚持科技兴农 让农户都赚到钱
日前，走进新建成的田头冷库，满屋的寒意掩饰不住刘少泳满脸的兴奋。“冷库建成，农户生产的辣椒就能卖得更好，企业可以发

展得更好，镇村的集体收入也有保障了！”刘少泳对新快报记者说。
驻镇一年半以来，他引入科技公司，引导农户种高产辣椒致富；他关注因突发情况发生困难的群众，帮他们渡过难关；他重视补齐

公共服务短板，引导执法队到广州后方学习……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刘少泳
驻湛江市徐闻县前山镇

工作队队长

派出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政府

全面推进富民

兴镇产业和帮扶车间

落地见效，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是我对乡

村振兴事业的使命所

系和职责所在。”

“

驻阳江阳春市三甲镇工作队队长刘瑞明：

整合土地种出致富豆 帮扶车间铺筑就业路
藤蔓在竹架上恣意攀爬，一簇又一簇碧绿如玉的豇豆争相垂下，等待农户来采摘。“调研做得细，目标定得准，这个产业没让老百

姓失望。”刘瑞明的笑容和穿梭田间的农户们一样灿烂，豇豆产业是驻阳江市阳春市三甲镇工作队的心血之作，眼见它顺利通过市场
检验，成为种植户的致富豆，欣慰之余，刘瑞明更坚定了他的豇豆“攻略”。

刘瑞明
驻阳江阳春市三甲镇

工作队队长

派出单位：
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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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长

豇豆大丰收 村民齐增收
“农作物的品质，跟产出地的气候、土

壤有关联，种植户的耕作方式也影响产

量。”参加过“双到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有十余年农村工作和生活经验的刘

瑞明已熟谙农事。2021 年 7 月出任阳江

市阳春市三甲镇工作队队长后，他与队员

们奔走田间，寻找能够驱动三甲镇乡村振

兴的产业引擎。

连续几个月，刘瑞明带着队员们跑

遍三甲镇每一条村，一头汗两脚泥地调

研，很快摸清了各村的产业发展现状并

作出可行性规划，将种豇豆列入最优选

项。刘瑞明告诉新快报记者，中国豇豆

之乡在广西北海合浦县，但当地冬季气

温对喜暖的豇豆并不友好，凛冬一至合

浦 县 的 豇 豆 几 乎 绝 迹 ，而 三 甲 镇 的 气

候、水土像是为豇豆的丰产量身定制，

“市场需求很大，还可以搭建起一条超

长产业链”。

2022 年 1 月，三甲镇的豇豆种植迎来

首秀。刘瑞明和农户们并肩下田，把种

苗栽入由撂荒地整改而成的沃土。“恨

不得天天去地里看，盼着豇豆赶快长出

来。”他笑着说，三甲豇豆不负众望，在

50 天后迎来丰收。采摘第一天，刘瑞明

早早来到田里，抱出一捧翠绿的长豇豆

疾步送上货车，“身边都是笑脸，耳边都

是笑声”。

记者了解到，工作队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脱贫户+监测户”模式，投资 810
万元建设的 2 万平方米豇豆加工示范基

地，截至去年底已收入 1043 万元，直接带

动村民种植豇豆 300 多亩和 150 多名村民

务工就业增收。投资 217 万元建设的 253
亩豇豆种植示范基地也获得 531 万元收

入，带动 96 名村民参与种植务工就业增

收，户均年增收 2万元。

“种豇豆是长短结合的产业，我们要

打造集种植、储藏、加工、保鲜、销售于一

体的产业链，形成规模化、高效化、标准

化、长效化的发展模式。”刘瑞明说，三甲

镇制定了豇豆种植产业发展奖补办法，鼓

励全镇村民发展豇豆产业，力争 5 年镇域

种植面积达到 1 万亩，带动周边镇豇豆种

植面积 1 万亩，形成三甲“一镇一业”富民

兴镇产业发展格局。

车间吸纳千余名村民就业
承载着富民兴镇重任的不仅豇豆产

业。在三甲镇，工作队先后引进兴办 6 家

乡村振兴车间，吸纳 1000多名村民到乡村

振兴车间上班。“步行几分钟就到车间，挣

钱顾家都不耽误。”新楼村村民黄晓霞是

2021年突发困难户，在三甲镇健大运动加

工厂工作，对这份月薪 2000多元的工作非

常满意，“加上工作队每月 800元的奖补金

800元，家里每年可以增收 3万多元。”

刘瑞明表示，下一步，工作队将进一

步完善乡村振兴车间认定和补贴办法，全

力支持乡村振兴车间的建设，吸纳更多包

括脱贫户、监测户在内的群众实现就近灵

活就业或居家就业，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车

间在全镇范围内有条件村（居）全覆盖，架

起群众从家门口通往生活富裕的幸福桥。

推动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
“老师说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

爸爸，我支持你去。”“可是你要高考了，我

去了就照顾不好你了。”“我长大了，会照顾

自己的。”这是去年到前山镇驻镇帮扶前，

刘少泳与女儿的一段对话。他坦言，驻镇

帮扶那股冲劲，离不开单位领导和亲人的

信任和支持。

来到前山镇后，刘少泳敏锐地发现，当

地农户种植的反季辣椒多达 1 万多亩，很

多农户都靠卖这一季辣椒来准备过年。

了解到农户种的辣椒产量少，而且容易滞

销后，刘少泳找到华农的技术团队——广

州富牛山农业公司，建起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借助科技的力量大幅提高辣椒的产

量并且包销售。五个组团帮扶单位各出

资 50万元，以前山镇经济联合总社的名义

入股，为公司建好田头冷库、培训中心、返

乡创业中心等硬件设施，所得分红将用来

提高各行政村的集体收入，以及帮扶脱贫

户。

最近，刘少泳开心地告诉新快报记者，

他和华农技术团队执着坚持一年的项目终

于见到了成效。去年跟着科技示范园种植

的农户都赚到钱，有了田头冷库，辣椒不容

易腐烂，更好卖了。而且随着硬件的交付

使用，镇村的分红也将变为现实。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在驻镇帮扶中，刘少泳特别关注对脱

贫户特别是突发困难户的帮扶，这既是出

于责任，也来自他的那份善良。

在某村的市场，刘少泳曾见到两个女

中学生跟着父母卖鱼，他深入调查发现，夫

妻俩除了这两个女儿，还有两个患病的儿

子。其中小儿子到深圳做手术最困难的时

刻，刘少泳和工作队利用“630”资金为这家

送上了近 3万元的帮扶。他还特地交代各

村干部，以后遇到突发情况的困难群众，一

定要及时跟工作队反馈，工作队一定会尽

力帮扶。

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刘少泳一直

在思考如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问

题。工作之余，刘少泳喜欢到镇里去散散

步，他发现很多妇女喜欢跳广场舞，有时候

她们就在街边跳，而音乐的噪音容易影响

其他住户。在镇里的圩日，很多群众也往

往因为找不到公共厕所而到镇政府借用。

这些细节触动着刘少泳，目前，他积极推动

的文化广场和两个公厕项目正在逐步建设

推进中。而为了更好地解决市场小贩占道

经营的问题，他还让前山镇执法队的部分

队员到广州南沙区大岗镇的城市管理执法

队跟班学习，提高他们规范执法的能力。

“镇里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基础才能更扎实。”他说。

■刘少泳（左）

与华南农业大

学专家团队在

田间地头，研

究如何推动前

山 镇 产 业 振

兴。

■火龙果种植

是三甲镇的重

要产业项目，

刘瑞明（中）经

常与果农探讨

“果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