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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员

踏遍千山万水，把

他乡当故乡；走进千家

万户，把乡亲当亲人。”
“

驻梅州市平远县东石镇工作队队员张宇兵：

发扬体育精神 做好做深做透乡村振兴
梅州市平远县东石镇有17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弯弯村道和山路上留下了张宇兵这位来自广州市体育局干部参加乡村振兴工

作防返贫的足迹。
缘于负责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张宇兵不仅成为乡亲的家庭顾问，还通过“高频回访”为已经脱贫奔康的群众排忧解难。“我是一

名体育人，‘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鞭策着我做好、做深、做透乡村振兴工作。”

张宇兵
驻梅州市平远县东石镇

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不畏艰难险阻，解开群众“心结”
参加乡村振兴工作前，张宇兵任广州

市体育局下属单位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海角红楼游泳场的副场长，他在这里工

作已逾24年。

进驻梅州市平远县东石镇，张宇兵负

责防返贫动态监测工作，频频往返于双石、

大屋、明洋、锡水、茅坪、灵水、黄地等村。

作为帮扶队员，如何解开群众的“心结”，是

他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70多岁的监测对象林月英患有疾病，

大儿子精神残疾、常年卧床，孙子也有重度

精神残疾。家里靠着老伴 80 多岁的训叔

每月 2000 多元补贴维持生计。夫妻二人

虽然还有一个女儿，但是她常年在外，家里

有难处也是鞭长莫及。

张宇兵还记得，第一次到这家入户探访

时就吃了“闭门羹”。训叔在门后大声抱怨道：

“你能帮得了多少？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吗？”

讲大道理没有用，只有行动最实际。

训叔家里缺少劳动力，张宇兵一有时间就

拉上队友去他家里，看到有什么活就抢着

干；逢年过节他就带着广州市体育局的慰

问品到训叔家探访……针对训叔的消极心

理，张宇兵在一次次拉家常中一点点进行

耐心疏导，渐渐地解开了训叔一家人的“心

结”，他们对张宇兵从最初的拒绝慢慢转变

为信任。

努力对接资源，让乡村“换新颜”
“帮扶对象信息与防返贫动态监测成

效息息相关，马虎不得。我会高频次地‘回

头看’，不断跟进防返贫监测对象。”谈起帮

扶对象遇到的烦心事，张宇兵也是了如指

掌：林金福家里的花生不好卖，林国顺家里

的鸡没找到销路，黄迪华在读大学的孩子

想做暑期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我

都要记在心头，一件件解决。”

抱着“无论多难，都要勇往直前”的解

决问题态度，张宇兵手里时刻掌握着 260
户防返贫监测对象的实时动态，并将其归

纳为三类情况进行精准帮扶——投入“630
扶贫济困日”等资金，提供产业奖补、就业

奖补、生产物资奖补、教育补贴等政策，切

实为帮扶对象筑牢防返贫的屏障。

“能为群众办实事就是我参加乡村振

兴工作的宝贵收获。”随着帮镇扶村工作的

不断深入，张宇兵进一步聚焦乡村发展、关

注乡亲所需，与工作队一道实事求是对标

发展需求对接后方资源，展开精准帮扶，推

动东石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长期从事体育工作的张宇兵还在日常

工作中发现，东石镇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相

对薄弱。虽然每个村都有球场，但无法有效

营造全民健身良好氛围。张宇兵努力对接

资源，不遗余力地助力促成了当地公共体育

设施的建设。在广州市体育局的关心与支

持下筹得 20万元，援建的综合性体育公园

即将动工。“赋能乡村振兴，体育大有可为，

一幅环境美、产业兴、百姓乐的东石乡村振

兴画卷正徐徐展开。”张宇兵对此充满期待。

希望自己能像

一朵浪花一样，随着

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

奔腾向前、永不干涸。”

“

驻湛江市遂溪县建新镇工作队队员叶志强：

用积分制管理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
当上驻村第一书记的叶志强把车路头村当成了第二个“家乡”。每当看到群众房前屋后变得干净整洁、原先的臭水沟被默默“加

封”，一个个“四小园”绿意茵茵，他总是感动不已，觉得一年多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帮扶以来，在驻建新镇工作队的支持下，叶志强积极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推行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改革，使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被激发，车路头村旧貌换新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已成型。

从治标到治本，环境整治告别唱独角戏
驻建新镇工作队从入驻起就高度重视

乡村治理工作。叶志强跟随工作队多次开

展乡村治理专题调研发现，人居环境整治

是乡村治理的“老大难”。以前的车路头

村，村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仅依靠村

干部、保洁员少数人的力量，有时还要请来

挖掘机等“外援”清理空闲宅基地的杂草杂

物。“但这样治标不治本，不是长久之计。”

叶志强说。

2022年，在建新镇党委政府及驻镇工

作队的指导支持下，叶志强组织车路头村

两委班子探索建立了一套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积分制管理工作的机制。一方面，他以

身作则，召集支部党员常态化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三清三拆三整治、治安巡逻等志愿

服务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

村民共同参与。另一方面，他巧用积分制

管理激发村民自治，在人居环境整治、乡风

文明、平安建设、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方面

明确积分项目和扣分项目。通过公示栏公

示、入户上门等宣传方式，发动党员群众以

家庭为单位积极参与积分评比。每季可凭

借积分兑换日常生活用品，累计积分靠前

的家庭可获得“星级文明户”的流动牌匾。

同时设置红黑榜，及时将每月评比的获奖

名单和整改问题及时上墙公示。

叶志强充分借鉴在街道工作的经验方

法，和车路头村两委将车路头村划分为 3
个网格，由村干部担任网格员，负责网格内

农户评分，并联同网格内党员、保洁员兜底

保障网格环境卫生。借助“问卷星”平台设

计电子统计表格，大大提高了积分制评比

效率。并将原本荒草丛生、杂物堆放的闲

置宅基地改造成“四小园”，由宅基地主人

负责管理，种上瓜果蔬菜，既提升了村民的

收获感，又解决了保洁难题、美化了环境。

从激励到荣誉，村民自觉美化家乡
叶志强告诉新快报记者，车路头村开

设了积分超市，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还能得

到奖励，越来越多村民参与进来，自觉清理

垃圾杂物，一起美化乡村。“刚开始可能有

些村民是因为奖励参与的，但到了后来，干

部群众参与共建美好家乡的热情被持续激

发出来，大家都变成了自觉行动”。

以前，村民的房前屋后还有些臭水沟，

容易积攒雨水、滋生蚊虫，影响环境。积分

制推广开来后，村民默默地把各家的臭水

沟封上了，加砌了水泥和瓷砖盖板。“环境

变美了，积分上去了，对他们来说，更多的

是一种荣誉。”叶志强说，看到这些变化，心

里很感动，“感觉这两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叶志强表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不但要有满腔热情，更要有制度保障，关键

是要破除群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

想，强化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叶志强
驻湛江市遂溪县建新镇

工作队队员

驻建新镇车路头村第一书记

派出单位：
广州市越秀区梅花村街道

■叶志强(左)参
与车路头人居

环境整治活动。

■张宇兵（右）

探访困难群众

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