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初和家人说

是去做好事，来了以

后才深深感受到这份

工作的意义和重量。”

“

广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部干部张森发：

“队员的拼搏村民的认可，给我无限动力”
作为广州市派驻梅州市帮扶干部，张森发既是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的参与者，更是推动者和建设者。张森发坦言，在见证和协助广州

市派驻梅州市30支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开展工作的过程里，他更加深刻体会到乡村振兴的势在必行，乡村情怀也越发浓厚：“当初和家
人说是去做好事，来了以后才深深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重量。”

张森发
广州对口帮扶梅州

指挥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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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岗位上传下达
防返贫动态监测、产业项目谋划推动、

基层党组织建强振兴……张森发如今对这

些帮扶工作已经熟稔于心。这是张森发第

一次参与乡村振兴帮扶工作，虽然一开始

有顾虑，但思考再三，他还是决定背起行囊

到基层，“既然组织需要，作为党员就要冲

锋在前，更何况乡村振兴肯定是很有意义

的一份事业。”

来到梅州后，张森发被派到广州对口

帮扶梅州指挥部工作：对上反馈，及时反馈

广州市派驻梅州市 30 支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队推进工作中遭遇的困难；对下督导，将

帮扶工作的最新指示和政策传达到工作队

中；多方联系，畅通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

工作，各端口沟通交流……虽有时忙到“脚

不沾地”，但在边学边干中，张森发也从懵

懵懂懂到深感认同，再到干劲十足。

张森发说，帮扶工作不同于以往在企

业的工作，近两年下来，自己在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协调矛盾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看到工

作队员们拼搏敢闯、当地群众的信任认同、

产业项目落地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这些都给予了他无限的动力，也激励

他时刻履行好岗位职责、真心实意为乡村

振兴事业发展出力。

见证助力荒地复耕
广州市派驻梅州市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队有 30支，工作队的高效运作也离不开指

挥部的管理协助和监督。张森发介绍，进驻

以来，广梅指挥部也结合彼时梅州耕地撂荒

不少，农业产业“小、散、多、粗”特征明显等

情况进行探索，逐渐探索出创新整治撂荒地

方法、探索产业赋能模式、发挥园区联动效

应联农惠农等可复制可推广的帮扶经验。

张森发说，土地是农村、农民拥有的最

大资源，让农民在土地上实现增收是他们瞄

准的方向。其中，广梅指挥部经过探索研

究，提出了“小块变大块、低值变高值、村集

体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思路，不仅助推撂荒

地复耕复种，还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广梅指挥部始终

引导鼓励各工作队因地施策，通过土地经

营权流转、代耕代种、托管经营等方式推动

复耕复种。截至目前，广州对口帮扶的 30
个镇共计盘活撂荒地 33982.31亩，形成了

海珠丰顺“烟稻轮种”、荔湾梅县“稻蔬基

地”、天河兴宁“稻鱼共生”、番禺五华“稻虾

共作”等产业模式，初步探索出可推广复制

的整治撂荒耕地经验。作为广梅指挥部的

一员，张森发也始终不遗余力落实好相关

的政策指引、主动协调助力相关项目落地、

积极为工作队突破瓶颈排忧解难，“土地能

实现高效利用，最终能惠及农户、助农增

收，我们能参与到其中也感到与有荣焉。”

张森发说。

未来我会继续

做好产业帮扶工作，

不断拓宽农产品的

销售之路。”

“

驻梅州市五华县岐岭镇工作队队员张宁：

打通“八种窗口”助力农产品进城展销
制定“农产品产销情况统计表”摸清乡镇特产“底数”，促成乡镇成立公司对接消费帮扶，在帮扶单位开通八种“窗口”，迎接五华岐

岭农特产品入驻……“满满的成就感。”张宁回顾近两年来在梅州五华县岐岭镇参加过的乡村振兴工作，自豪感油然而生。“不是我一
个人在战斗，后方单位大力支持，促成乡村振兴帮扶项目顺利开展，这样的推动力，让我特别有干劲。”他说。

张宁
驻梅州市五华县岐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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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工作队队员

深入调研 摸清农特产品“底数”
张宁既是驻梅州市五华县岐岭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队员，又兼顾番禺对口帮扶五

华工作队日常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务中，

他最为挂心的，便是消费帮扶。

“我从未做过产品销售，来到五华县不

久，我们便在消费帮扶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

中秋节。”张宁说。2021年9月中秋节前夕，

岐岭镇合水村和荣福村乡亲找到工作队，当

时受疫情影响，三红柚和蜜柚丰产却不畅

销，急坏了老乡。工作队马上走访，从品种、

年产量、销售渠道等方面开展详细调研，又

迅速对接番禺区后方单位落实消费帮扶订

单。忙前忙后两周，促成各帮扶单位和挂点

联系单位（国企）认购近5.7万斤三红柚、红

心蜜柚，村集体、种植户顺利增收16.6万元。

一年辛劳有了收获，农户展现笑脸，张

宁和队友却深入思考着乡村振兴消费帮扶的

意义。“乡村振兴时期的消费帮扶，更应该是

市场所需，乡镇所能。”张宁向驻镇工作队提

出建议，不只蜜柚，其他农产品也要对接市

场，助力岐岭镇产业行稳致远。

自此，驻岐岭镇工作队积极走访调研，

分头走进农户家里，走进田间地头，摸清岐

岭镇农特产品的“底数”。岐岭镇 7个村，

有广东四大名酒之一长乐烧、南薯粉等 15
种农产品需要消费帮扶。张宁协助制作

“农产品产销情况统计表”，为下一步推进

消费帮扶工作提供了研判依据。

积极对接 推动消费帮扶走深走实
为了推进消费帮扶，张宁不辞繁重，担

起沟通对接的任务。他主动联系番禺区大

龙街道办事处、石碁镇人民政府等组团帮

扶成员单位和挂点联系单位（国企），寻找

协作机会。

石碁供销社是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

业，在张宁的对接下，该企业主动表示能把

岐岭镇的好产品推向市场，形成可持续的

消费帮扶。趁热打铁，张宁积极参与推动

“岐岭镇农副产品‘八进’”的倡议行动，推

动岐岭镇农副产品进机关、进社区、进企

业、进食堂、进商超、进景区、进协会、进农

村等活动。组团单位统筹资源，提供展销

场地，积极会同番禺区消费帮扶馆、岐岭镇

岐瑞公司和各组团单位协调对接进驻场

地，让更多农特产品有了展销“窗口”，推动

消费帮扶走深走实。

市场需求促进企业发展。最近，他张

宁欣喜地发现，岐岭镇一家联农带农的南

薯粉生产企业根据消费者喜好改良产品，

实现了产品升级。

“五一”假期前夕，张宁又接到番禺区

某消费帮扶馆负责人电话，某景区内继续

开设五华县产品的展销专区，对接岐岭镇

农特产品展销……“后方帮扶单位是一道

助力，产地积极用好市场资源，就能形成产

销‘双向奔赴’。未来我们会继续做好产业

帮扶工作，不断拓宽农产品的销售之路。”

张宁说。

■张宁（中）考

察市场需求，

为岐岭镇农产

品扩展销路。

■张森发在

蕉岭县广福

镇的百香果

基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