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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线搭桥，跟进福堂中心小学跳绳推

广运动；亲力亲为，跟太平村党总支的伙

伴们一起疏泥沙、清水池；深入研讨，谋

划论证村集体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方向

……一万五千多字的工作简讯里，留下

了广州市花都区驻清远连山福堂镇帮扶

工作队队员李海丹驻镇帮扶工作的一幅

幅画面。“乡村振兴路上，累并快乐着。”

她说，每件民生实事落地后，村民们朴实

的笑容和感谢让她深感各种辛苦与辛酸

都值得。

推广跳绳，点燃山区孩子希望火种
“我很开心，福堂的孩子们是从心里喜

欢跳绳。”李海丹语气里带着笑意，有天夜

里十点半她遇到了一个正在跳绳的孩子，

“我问他‘喜欢跳绳吗’，他说‘觉得很好玩，

跳不完今天的目标数就不睡觉’。”这并不

是个例，如今，跳绳运动已经成了福堂镇学

生的运动首选。

“福堂镇是清远较早一批开展专项跳

绳训练的地方，部分学校拥有一定的跳绳

基础。”福堂镇分管教育文化工作的副镇

长覃信庆说。花都区拥有“世界跳绳梦之

队”美誉的七星小学，跳绳运动实力雄

厚。从花都区教育局出发、又肩负文化振

兴使命的李海丹，从跳绳运动上找到了两

地的契合点。

去年初，她组织带领福堂镇中心小学

校领导等人前往花都区七星小学参观学

习，确立了“以打造特色教育品牌带动学

校和地区教育教学提升”的教育帮扶思

路。随后，她又组织福堂体育骨干教师到

七星小学跟班学习、推动福堂镇中心小学

与七星小学正式组成结对帮扶关系、协助

福堂中心小学探索创建跳绳校本课程、塑

造跳绳品牌……想着“跳绳可以给山区孩

子打开一扇新大门”，李海丹就始终能保

持饱满的热情跟进协调。

眼下，福堂镇中心小学的校跳绳队正

在为今年清远市首届市级官方跳绳比赛

“备战”。“‘清远跳绳看连山、连山跳绳看

福堂’的目标是工作队和福堂镇中心小学

小伙伴共同确立的目标，我们一直都在为

之努力着。”李海丹说。

聚焦急难事，尽职担当不遗余力
身兼驻太平村第一书记的李海丹，不

仅时刻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放心上，更关注

村民的“急难愁盼”。疫情防控、人居环境

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中，时时见到

她的身影；环村便桥修起来、公共厕所建

起来、文体设施丰富起来，村民想着盼着

的民生需要逐渐得到满足；近两年，李海

丹还针对农产品销售难等情况，依托后方

消费帮扶力量帮助农户销售累计102万元

的农产品……去年，李海丹联系协调多部

门拓宽太平村村道，方便校车接送学生。

如今，村里的学生上下学更加便利了。

去年7月，龙舟水过后，太平村自来水

水池过滤点被雨水冲刷下来的河沙、泥浆

覆盖，水质变得浑浊。虽然是女干部，但

李海丹一点也不娇气，她和太平村党总

支的党员干部们一起蹚河爬坡，在水池

边的冰冷山涧中开展了长达 4 个多小时

的忙碌：引水、挖沙、开闸、搬井钻洞查

看，分区域借河水力量清理……

李海丹说，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她在

和村里的党员们一起为群众服务办事时，

自己也获益良多。“我们的乡村振兴故事

仍在继续，我坚信，无论未来的路怎么走，

这些宝贵的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和群众工

作能力都将会让我受益一生。”

打造跳绳特色教学品牌 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驻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工作队队员兼驻太平村第一书记李海丹：

李海丹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驻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
工作队队员兼驻太平村第一书记

但愿君心似我

心，我定不负乡村

振兴。

建“保供稳价安心”调度中心链接600
多家农业经营主体，解决销售难题；探索总

结的清远乡村民宿“六活六支”发展模式得

到农业农村部和广东省的肯定，至今仍在

积极发挥作用……作为清远市农业农村局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黎琼认为在乡

村振兴主战场、服务群众最前沿，要讲究

“刚柔并济”，“刚”在于敢于创新探索，闯出

新发展模式；“柔”，则是要跟群众保持较好

的沟通协调，致力于干实事干好事。

推动产销精准对接
在清远市农业农村局，黎琼主要负责

协调推动农村合作经济、乡村产业发展等

工作，并负责组织协调新冠病毒感染农村

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在着力为农业企业协调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产业兴才能百

业旺。”常年从事“三农”工作，黎琼深有体

会，产业要发展，乡村要振兴，一定要结合

地方资源优势，围绕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完善配套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疫情期间，清远一些农业经营主体受

影响较大。为了帮助企业纾难解困，黎琼

发动多家采购商、配送企业加大对清远农

产品采购配送，筹建清远市疫情防控农产

品“保供稳价安心”调度中心，加入调度中

心平台的农业经营主体达 600多家，线上

交易5万多宗，为部分农产品解决了销售问

题。当时有一家企业有300亩在地蔬菜急

需销售，黎琼立即对接各行业协会、流通配

送企业，并联系电商平台、快递公司，仅三

天就推动企业的蔬菜产品上架多个电商

平台，缓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探索“六活六支”模式
黎琼表示，在乡村振兴主战场，一定

要敢于创新探索，这样才能找到一条长效

的发展方式。清远农业农村局探索创新

的乡村民宿“六活六支”发展模式曾被农

业农村部评选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9个

典型案例之一，为广东唯一入选案例，至

今仍被全省很多地方借鉴。

黎琼介绍说，清远立足生态发展区定

位，推动“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

发展起乡村民宿近千家，3个镇入选广东

省乡村民宿示范镇（数量为全省最多）。

清远乡村民宿发展经验入选 2021年全国

农村改革试验区典型案例。清远乡村民

宿蓬勃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探索

出乡村民宿发展的“六活六支”模式。

“六活”即“用活”乡村建设成果；“盘

活”农村闲置资源；“做活”村落文化乡愁；

“引活”社会资本下乡；“激活”创新创业热

情；“带活”农特产品销售。“六支”保障措

施是加强统筹支撑、财政支撑、金融支撑、

用地支撑、人才支撑、宣传支撑，围绕“人、

地、钱”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保障措施，构建

长效机制。

黎琼表示，乡村民宿“六活六支”发展

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并

被各地借鉴，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促进

乡村振兴、打造农村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

抓手和载体。

“省、市关于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要部署

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黎琼表示，下

一步将围绕清远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加快打造“五大百亿”农业产业、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加快推动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促进

乡村产业做大做强、农民增收致富。

用“刚”探索创新 以“柔”服务群众
清远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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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农业农村局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

走到乡村振兴

主战场、服务群众

最前沿，要敢于创

新探索，以改革实

干创造更多新时代

的‘清远经验’。

■黎琼(右一)到
农村一线了解

乡村振兴工作。

■ 李 海 丹

（右一）在农

田里和村民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