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用情用功，

沉下身心去帮扶，矢

志不渝立为民服务之

志。”

“

驻清远市连山福堂镇工作队队员孟俊：

将村事当“家事”把村民当“家人”
监测户意外摔伤，他自掏腰包买营养品赶去探望；村集体经济薄弱，他想方设法盘活资源增收；农产品喜获丰收，他忙前忙后帮忙

销售……从花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到驻连山福堂镇工作队，孟俊不忘初心，一步一个脚印，踏出一条扎扎实实的帮扶路。他的倾情
付出，也收获着正向的回应——摔伤的农户还未痊愈，便急急上山采挖竹笋当“回礼”，“不容推辞放下就走，我是又生气又感动”。

■采写：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孟俊
驻清远市连山

福堂镇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花都区分局

三农工作的开

展，人是关键，有一批能

干事、愿干事的镇村干

部和乡贤才能让资源

发挥作用。”

“

来梅州帮扶前，李雄在广州市荔湾区负责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平时有些环卫大哥大姐告诉他，三四线城市的农村地区虽然比之前有很大
变化，但是就业机会少、农产品销路不稳定，不如在外打工。李雄有了到农村为“三农”做点事的想法，报名参加驻镇帮镇扶村工作。脱贫户的
柚子卖不出去，他跟工作队一起发动后方单位消费帮扶，如今供不应求；两个景点周边游客如厕不方便，他向后方单位汇报，协调修建两座公
共卫生间，完善了配套设施……两年多来，他坚持“梅县所需、荔湾所能”，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

我是工作队队员

精准施策 蜜柚果园起死回生
青塘村脱贫户王大哥种了几十棵蜜柚

树，虽然果肉口感、水分、甜度都不错，但是

品相一般、个头大小不均，不懂经营之道的

他每年出售的柚子价格都很低，还有不少烂

在树上。2022 年，王大哥萌生了放弃的念

头，准备把种了30多年的柚子树砍掉，改种

其他经济作物。

听到这个消息后，李雄和工作队第一时

间来到他的果园，鼓励他继续种植，并通过

联系广州市场帮其打开销路，没想到客户们

尝过之后好评如潮。今年，新老客户纷纷下

单，导致供不应求，7000多斤蜜柚还没采摘

就被预订完了。李雄告诉新快报记者，王大

哥如今信心大增，今年他的女儿也大学毕业

了，“一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李雄说，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施策非常重要。

从梅州走出去的李雄依旧保持着客家

人那份淳朴和热情，虽然多年不干农活，但

是每当看到一些缺劳动力的家庭在劳作，

他总会主动帮忙，摘柚子、收割稻谷、挑烟

叶……两年多来脸晒黑了不少，但是他感觉

“心里亮堂堂的”。

民生为重 修整水渠建卫生间
松源镇横坊村竹头下村有几十亩农田

和果园，农业用水就靠一条几十年前人工开

挖的小水渠，由于年久失修，水渠出现多处

塌陷堵塞，灌溉不畅，农产品质量有所下

降。李雄和工作队通过多方协调，在荔湾区

西村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争取到一笔资

金，对水渠进行重新修整、扩容。如今，新修

的水渠水流源源不断，老百姓脸上也多了几

分轻松。

松源镇的红色资源丰富，这几年打造了

“同怀别墅”“继雅学校”等多个景点，但李雄

走访发现，金星村蔡蒙吉故居和“寺边文祠”

两个景点周边都没有公共卫生间，来此参观

的游客、群众都有所不便。为此，他向所在

单位荔湾区城管执法局汇报，得到了大力支

持。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利用专业优势，出资

出物修建了两座公共卫生间，完善了配套设

施，助力镇域文旅产业发展。

白玉村，将村里几十棵珍贵的百年古树

保护起来打造成古树公园、集资重修文昌阁、

集约土地种植砂糖橘发展产业等，变成了打

卡胜地；横坊村，在乡贤的支持下，利用闲置

的百年老校创办村博览馆，将“乡愁”保留下

来……两年多来，李雄喜见一条条村发展起

来，被称作梅州“西伯利亚”的松源，在镇村干

部、工作队的合力筹谋之下，正逐渐蝶变成

“香格里拉”，“我看好这里的发展。”他说。

李雄
驻梅州市梅县区

松源镇工作队队员

派出单位：
广州市荔湾区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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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梅州市梅县区松源镇工作队队员李雄：

专注“小事”两座公厕助推文旅大产业

门面“美颜”村集体经济翻番
孟俊出身行伍，从军24年，曾在清远某

部服役。后转业到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下简称“规资局”）花都区分局。2021年

7月，按照各级政府的乡村振兴工作部署，

花都区规资局安排孟俊随帮扶工作队进驻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开展乡村振

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我当过兵，还在清

远驻扎过，入选工作队有竞争优势。”能够

“入队”，孟俊深感自豪。

作为福堂镇荣丽村对口帮扶干部，孟

俊始终坚持“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的工

作理念，积极协调后方资源盘活了荣丽村

闲置的楼面，一举摘除荣丽村集体经济“薄

弱”的帽子。

“装修了 3 间门面出租给商户，每月

创收七八千元。还有空置的楼层，整修

成套间后可租给公司商用，再添一笔收

入。”孟俊告诉新快报记者，荣丽村去年

的村集体收入仅有七八万元，利用这个

小项目，今年将立竿见影完成 15 万元的

“小目标”。除了整修镇圩楼面壮大村集

体经济，孟俊还利用有限的资金为荣丽

村打造了直播间，借此拓宽线上销售渠

道，帮助村民外销农特产品。他说，后方

资金必须“用活用实”，令其发挥“造血”

功能，才能真正改善村集体经济，同时惠

及农户。

精准施策化解“急难愁盼”
荣丽村的“三类监测”人员有6户20人，

占福堂镇上报户数近三分之一。针对此情

况，孟俊联合村两委干部逐一实地走访，反

复调查了解每一家的实际情况，从住房、教

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精准施策，解决他们

的“急难愁盼”问题。

50多岁的杨年彪是监测户之一，孟俊对

他格外关照。“他是单身，住在山脚下，出行都

是骑摩托车，我总放心不下。”孟俊说，杨年彪

吃苦耐劳，种田之余，还常常上山搜寻山货

“变现”增收，一辆摩托车用作载货车，整日风

风火火。虽然常叮嘱注意安全，但在2022年5
月，孟俊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接到电

话，知道杨年彪运农产品外出时摔伤了。”孟

俊急忙赶到镇里探望，还自掏腰包买了一大

袋营养品，“他没想到我和村两委干部这么快

就来，看到我们，眼眶也红了。”

几个月后，刚能下地行走的杨年彪又

风风火火来找孟俊，“新鲜，老孟你尝尝！”

他不由分说放下几个竹笋，一瘸一拐地跑

走。孟俊又生气又感动，“还没好彻底，就

上山挖竹笋！”时隔一年多，提及此事，孟俊

心里还是暖烘烘的。

■采写：新快报记者 曾贵真

■李雄（左）

帮青塘村王

大哥采摘蜜

柚。

■孟俊在田

间护理中草

药紫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