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要用心

用情用力，要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责任担当，推动

禾云镇全面振兴。”

“

驻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工作队队长苑可：

紧抓产业振兴“牛鼻子”乡村发展迈上新台阶
临近春节，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传来喜讯——位于东社村的人才振兴中心和农产品综合服务中心双双通过验收，年后便可投入

使用。“这两个中心是我们推动禾云镇产业振兴的又一举措。”广州市派驻禾云镇工作队队长苑可说。
2013年，苑可曾参加援疆工作近一年，“从援疆、精准扶贫到帮镇扶村，都是要用城市的资源、经验带动乡村地区发展，是一脉相

承的。”一年多来，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苑可带领着工作队充分发挥上联下通的作用，将广州的经济、教育、医疗等资源对接输送到禾
云，助力禾云镇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大步向前。

苑可
驻清远市清新区

禾云镇工作队队长

派出单位：
广州市委办公厅

成立防返贫基金，筑牢防返贫底线
苑可深知，防返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首要工作。禾云镇有建档立卡脱贫户

1653户 3496人。驻镇后，苑可就带着工作

队员入户走访，将所有脱贫户的情况摸底

核实，宣传利民政策。“通过走村入户，我们

对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及时给予帮扶。

看到老百姓脸上开心的笑容，就是我最开

心的事。”苑可说。

风云村林观水大爷的儿子儿媳不幸早

逝，老伴陪着患有肾病，需要定期透析的孙

子，住在城里，留下 80 多岁的林大爷独

居。“之前林大爷家还不符合政策，没有纳

入低保。”苑可说，工作队了解情况后，第一

时间帮助申请了低保，不仅改善了林大爷

的生活，也杜绝了返贫风险。目前全镇有

防返贫监测对象 8户 26人，已全部采取了

针对性帮扶措施。

苑可意识到，要把防返贫的底线筑

得更牢，除了有制度，还得有资金，于是

工 作 队 推 动 成 立 了 禾 云 镇 防 返 贫 基

金。2022 年，帮扶牵头单位广州市委办

公厅和组成单位广州市委保密办、广州

市国资委、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广州产

投集团共同通过“630”捐款 20 多万元，

注入防返贫基金，让禾云镇防返贫工作

更有底气。

引进产业深挖文化，提升禾云软硬实力
2022年5月31日，清新·禾云乡村振兴

产业招商会举行，来自广州国资国企的近

30家企业代表来到禾云实地考察。经工作

队牵线搭桥，广州港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与禾云镇桂湖村签订合作协议，在桂湖村

种植香水柠檬等芳香产品，首期合作开发

300亩山林地，后期将逐步拓展打造芳香大

健康香水柠檬产业园。为了项目落地，工

作队配合镇政府与供电部门沟通，解决了

通电问题；2023 年计划投入 200 多万元修

建一条产业路。

在文化上，禾云镇“沙河鸟笼手工艺”

被列入省级非遗，为充分挖掘这一传统工艺

的价值，工作队制订了鸟笼文化产业项目五

年计划，2021年投入200万元，实施升级文

化主题展馆、改造制作体验区和展馆大院配

套提升三大工程；为打造禾云镇文化软实

力，2022年，工作队配合广州市委办公厅，

邀请广州大学和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专业

老师创作了禾云镇镇歌《禾云向往》。“今年

我们将加大鸟笼手工艺的宣传，并探索新出

路，让沙河鸟笼手工艺焕发新生机。”

苑可表示，下一步将带领全体工作队

员，在后方帮扶单位的鼎力支持下，配合禾

云镇政府，加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紧抓产

业振兴的“牛鼻子”，进一步加大人才、生态

等振兴工作，在继续做好巩固脱贫攻坚工

作的同时，奋力推动禾云镇乡村振兴迈上

新台阶。

■苑可（左一）向外国客

商介绍禾云特产。

我将以更有力的

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

量，开展好对口帮扶工

作，向驻地人民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

“

驻湛江雷州市附城镇工作队队长袁锦培：

用贴心帮扶 换村民真心认可
“一年多来，我和工作队各位队员的工作得到了父老乡亲的充分认可，特别是脱贫户们，提到南沙来的工作队，大家都会竖起大拇

指。”说起驻镇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以来的感受，驻湛江雷州市附城镇工作队队长袁锦培坚定地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防返贫，用贴心换真心
在附城镇埔中村有一户脱贫户，家里

人口多，劳动力少，妻子身体四级肢体残

疾，全家生计都寄托在丈夫一人身上。去

年初，袁锦培到这家走访时发现，因为天冷

多雨，厨房厕所排水不及时，导致院内积

水，院墙坍塌，家中一片狼藉。经过与镇里

汇报协调，袁锦培协调资金 6万余元，迅速

完成了改造工程。“如今，他家的围墙、厨房

和厕所都是新建的，门窗粉刷一新，院子都

变得敞亮。”不仅如此，工作队还协调解决

这家子女教育补助资金 1.1万元。无微不

至的贴心，换来了村民的真心，“现在只要

我上门走访看望，他们一家人都非常激

动。”袁锦培说。

2021年进驻附城镇后，袁锦培和队员

们历时2个月，行程630余公里，走村串户，

深入调查摸清附城镇脱贫户底数。去年 4
月至 9 月底，他又带着队员们对全镇 1664
户 5980人开展全覆盖针对性走访监测，根

据脱贫户的风险类别和发展需要，做到早

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仅 2022年，袁锦培便通过发动个人资

源和后方力量，累计筹集社会捐赠资金

14.7万元，用于退贫户家的房屋改造补助；

协调解决监测户的公益岗位就业问题、恢

复监测户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为学生

发放助学金和生活补助，有效消除脱贫户

和监测对象家庭返贫风险。

据了解，附城镇现有 17户“三类人员”

监测对象，工作队正在会同镇农办对其中

10 户按程序开展核查退出工作，其余 7 户

将继续加强监测和帮扶力度。

强产业，探索增收新途径
乡村振兴看产业，怎么把现有的产业

做大做强，又如何发掘新的产业增长点？

袁锦培提出，把请进来“察”与走出去“看”

作为产业帮扶的有效途径，大力发展种植

业，探索致富增收途径。

南郡村种了 500亩葛薯，打造“一村一

品”特色农产品基地，但工作队在调研中了

解到，当地在葛薯种植过程中出现了裂果、

死苗等难题。“我邀请到华南农业大学姜峰

教授团队，到种植现场为种植葛薯把脉开

方，手把手为农户指导解决问题。”袁锦培

说，他们计划将葛薯种植基地规模扩大到

1000-2000亩，逐步建立以现代农业种植为

主，以产品深加工为辅，打通销售渠道，以

点带面，发展成为具有种植、深加工、销售

全产业链生产能力的现代化综合农业企

业。

此外，袁锦培还率队到湛江市遂溪县

界炮镇调研圣女果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相关

企业，结合附城镇种植条件，投入资金 50
万元，争取资金 30万元扶持埔西村集约土

地 210 亩开展圣女果种植示范基地建设；

牵头广州农业公司与附城镇北家村民委员

会合作，开展水果玉米标准化、规模化种植

示范基地建设。

袁锦培说，据不完全统计，以上三个种

植基地去年已为各村及周边脱贫户和低收

入群体提供了 7640余个临时性就业岗位，

村民平均日收入为 150元/天，极大增加了

周边村民和脱贫户的收入，联农带农作用

明显。

袁锦培
驻湛江雷州市附城镇

工作队队长

派出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

■袁锦培（左）提出，把请

进来“察”与走出去“看”作

为产业帮扶的有效途径，

大力发展种植业，探索致

富增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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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