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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把我们有限

的帮扶资源，投入到更

可能‘造血’的项目中，

提高帮扶资源的‘边际

贡献值’。”

“

驻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工作队队员黄镇杰：

立足“造血”用特色产业推动解决农村就业
梅州丙村镇位于梅县区东部，距梅州城区20多公里，作为农业大镇、经济重镇，在广州市荔湾区的帮扶下，近年有不少亮眼的成

绩。尤其是产业振兴这一块，全镇特色产业发展“多点开花”，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这与广州市荔湾区驻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工
作队（下称“工作队”）中主要负责产业帮扶工作的黄镇杰密切关联，丙村镇热闹的新农贸市场、繁忙的产业基地、人气渐旺的乡村田间，
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黄镇杰
驻梅州市梅县区

丙村镇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广州市荔湾区

茶滘街道办事处

看准一个帮扶项

目，锲而不舍地协调、推

动，最终都能收到不错

的效果。”

“

台上专家娓娓讲述，台下听众凝神静听。这是湛江雷州市乌石镇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知识实务培训班的第一堂课，80多位常年站
在讲台的教师坐在学生位上，听心理学导师讲解如何化解各种心理危机。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促成此项活动的驻乌石镇工作队队员
柯胜杰，作为工作队管理内务的副队长，他协助队长、带领其他队员们合力促成了一个个惠及群众的帮扶项目落地。

开课了！有请老师来参训
2023年 7月，柯胜杰从一心志愿者协会

了解到，与该协会常年合作的广州市心理咨

询学会和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愿意免费

送心理健康培训到基层、下乡镇。他眼前

一亮，“如今竞争比较激烈，无论师生，都需

要适时给予心理支持，尤其在类似培训相

对较弱的乡镇中小学，这是难得的机遇。”

意识到这个培训的深远意义，柯胜杰马上

对接乌石镇相关部门、学校，积极推进心理

健康知识培训进校园。

11 月 14 日上午，在乌石中学科学楼五

楼会议室，广州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广州

市乐善助学促进会会长李锦文站上心理健

康知识培训的讲台。案例探究、互动研讨、

交流体验……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教学方

式大受欢迎，“很专业！很有用！”不少参训

教师走出课室后意犹未尽，“专家的讲解让

我们掌握了心理疏导和情绪管理的知识技

能，非常实用。”

教师们的好评，让“牵线人”柯胜杰欣慰不

已，“看准一个帮扶项目，锲而不舍地提起、协

调、推动，最终都能收到不错的效果。换种说

法是：勤快种植，静待花开。”他笑着说。

拨款了！3公里乡道将“变装”
柯胜杰看准的另一个帮扶项目是修路，

他协助工作队队长“锲而不舍地去协调、推

动”，如今即将落地实施。

2021年入驻乌石后，工作队对镇内乡

村道路进行过摸查，发现不少问题。“最突

出的是平步村，该村有乌石镇最大片的农

田‘平步洋（雷州方言，即大片平整的农田

庄稼地如海洋一样）’，一段长约1.5公里的

产业路属于‘平步洋’大片农田的主要道

路，但未硬底化，周边农产品在雨天很难运

出来。”柯胜杰告诉记者，“有几处急需优化

整修的道路，不仅与附近村民的便捷出行

相关，更与当地产业效益息息相关。”

经过调研后，工作队列出急需整修路

段信息，由柯胜杰和另外一位队员协助工

作队队长向派出单位湛江市交通运输局

“求助”。今年 9 月，湛江市交通运输局自

筹200万元，推进包括平步村产业路在内的

3公里多乡村道路建设，要将此工程建成群

众满意的乡村振兴路、廉洁路。

“道路建设已经提上日程，是切切实实

的‘民生路’。”柯胜杰兴奋地说，仅平步村

一段，整修后不仅能解决农产品的快捷运

送、村民的便捷出行问题，还能提升附近农

业公司扩种扩产的信心，“周边种植户都在

观望，一旦狭窄土路硬核变身，他们也期望

增大种植面积，获得更高收益。”

“前方的工作，离不开后方的支持。”柯胜

杰说，自2021年开始，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每年

都自筹15万元以上资金帮扶乌石镇，并且通

过工会开展消费帮扶。而他就是要找准项

目，让每一笔资金扎实落地、成效显著，“不负

后方的托付，也不负前方群众的期盼。”

柯胜杰
驻湛江雷州市

乌石镇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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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湛江雷州市乌石镇工作队队员柯胜杰：

最大的心愿就是为村民干几件实事

从特色产业出发
为困难群众多走几百米

“相较于很多乡镇，丙村镇的基础建设

情况一直都是不错的，环境也很优美。”黄

镇杰介绍，近年工作队和镇村各部门致力

于将丙村镇打造成具有客家特色的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不断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

一幅“村村有颜值、处处皆风景”的美丽乡

村画卷正徐徐展开，每每有后方单位的同

事或是朋友来过后，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

“但我也会很坦诚地跟他们介绍实际

情况，如果再深入走几百米，就会看到还有

不少村民住在半山上面，生活条件和环境

仍一般。”工作队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深入

走访了辖内里每一个角落，发现不少村民，

尤其是刚脱贫的村民，就业谋生的机会仍

然较少。“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想

方设法提升农村产业水平，促进村民增收

致富，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经过梳理，黄镇杰与工作队成员们一

致认为，产业帮扶工作应该立足土地这个

山区农村的重要资源点，以激活土地利用

为契机，推动产业发展。“通过和镇政府共

同努力，丙村镇顺利地推动了 3000 多亩农

地的再利用和提质利用，引进了一系列新

的农业项目。”如今的丙村镇已涌现大雅村

的柚子、芦陵村的蜂蜜、银二村的枇杷、横

石村的沃柑、东溪村和横石村的大棚蔬菜

等特色农产品，更有“古小番”有机番茄、

“客迁”预制菜、“丙村三堡”高品质丝苗米

等农业产业品牌，产业振兴有了“主心骨”，

同时也为村民增加了租金收入和就业机

会，村集体收入也相应有所提高。

从城市来到农村
是帮扶，更是学习

在乡村工作方面，黄镇杰坦言自己确

实是个新手。“我个人之前工作经历单一，

所以在正式进驻之前，对农村工作的不易

没什么明确的概念。”随着驻镇工作的不断

深入，尤其是去年 4月，工作队和镇村各部

门一起在各村全面开展“三清三拆”农村环

境提升工作的过程中，黄镇杰更深刻地体

会到乡村工作方式的多样和广泛。“我们作

为工作队的一员，从城市来到山区镇村，一

方面是帮扶，另一方面也是学习，了解农村

情况和农村工作方式方法，是我们公务员

生涯的一次补课。”

黄镇杰对于能够参与到这份事业中，

感到非常自豪：“虽然是普普通通的派驻队

员之一，但是也是乡村振兴这份光荣事业

的一员。”他希望自己在派驻工作期仅剩下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继续坚守驻扎一线，推

动当地产业扶持项目和各项基础设施建

设，多渠道、多方式增加群众收入，继续巩

固脱贫成果，让村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以后就算回到广州，仍然会继续当梅

州乡村振兴工作的宣传员，为梅州衔接发

展资源。”黄镇杰对新快报记者说道。

■采写：新快报记者 梁彧

■采写：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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