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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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在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国家能源集团

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带头人。他们挺膺担当，以乡村为舞台，以振兴为己任，深

耕乡村沃土，书写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本报开辟“寻找最美乡村振兴带头人”专栏，持续刊登

带领乡村走上致富路的带头人的故事，带您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对乡村百姓的深情

厚谊，见证他们在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留下的坚实足迹。

为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创新拓展党组织联建成效，持续提升帮扶质效，我作为指导员，

推动创建“支部+工作队”党建联盟，夯实组织建设，用“红色引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这样的形式，通

过产业帮扶、消费帮扶等多种方式让更多村集体创收、更多百姓受益。2023年以来，驻村工作队同杨家沟

镇13个村社深入合作、广泛交流，因地制宜、精准帮扶，进一步巩固了杨家沟镇脱贫攻坚成果，为持续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努力。

天刚蒙蒙亮，吴光辉就起床了。清晨的村庄

宁静又惬意，不时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村民们

或许还在梦乡，但村庄的生机与活力已经在这鸡

鸣声中悄然苏醒。淡淡的晨雾笼罩着田野，远处

的山峦显露着轮廓，吴光辉蹬着自行车行走在村

里的小路上。

刚出门没多远，吴光辉就遇见了扛着锄头的

吕大娘。“吴书记，这是去哪儿呀？”

“我去村里面转转、看看。”吴光辉停下脚步回

应道，“吕大娘，这么早就翻地，今年准备种点啥？”

“种点玉米吧。”吕大娘没有停下手中的锄头。

看见吕大娘在田间劳作，吴光辉停好自行车，

脚步轻快地走了过去，蹲下身子熟练地捡起地里

的杂草。“大娘，您家孩子都在城里打工，这地里的

活儿不轻。”吴光辉边捡边说，语气中充满了关切，

“有需要的您就吱声，我们驻村的三个大男人都是

您的劳动力，随时都能帮上忙。”紧接着，吴光辉伸

手接过吕大娘手里的锄头，有力地挥动锄头，一下

一下地翻动着泥土……

管家咀村是米脂县最大的行政村，管辖 9 个

村民小组，全村总土地面积 13.8 平方公里，村民

主要收入依靠种养殖业和季节性务工。2023年7

月，吴光辉来到管家咀村，担任村第一书记。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国家出

台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指导意见，为乡村发展绘制

宏伟蓝图，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目标和方向，来到管

家咀村咱们就要扎根基层，干出一番事业，造福当

地百姓。”这是吴光辉在管家咀驻村工作队第一次

会议时说的话。

说干就干，吴光辉一头扎进群众中，倾听百姓

心声，带领大家寻找振兴路。

“吴书记，你知道得多，咱们的光伏到底咋样？”

“吴书记，我家里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说……”

在村头那棵老树下，吴光辉与村民们围坐

一团，认真听着大家对村庄发展的期望与担忧，

时而微微点头，时而认真记录，眼神中满是关切

与决心。“要想让村子发展，必须了解村民的心

声，只有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梦想才能真

正实现。”

在深入了解村庄情况后，吴光辉敏锐意识

到，党建工作就是点燃乡村发展引擎的关键火

种。在充分调研后，他创新提出“支部+驻村工作

队”党建联盟的思路，以村党支部和驻村工作队

为主导，把整个米脂县杨家沟镇各个村子的村民

和驻村书记捆绑联合，既通力合作，又资源共享。

随后，在米脂县委组织部支持下，由吴光辉

作为联盟指导员，创建“支部+驻村工作队”党建

联盟，会同杨家沟镇 13 个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

记签订党建联盟书，形成“聚合力、求实效、齐发

展”的党建共同体新格局，推动乡村振兴与党建联

创联建融合共进，推进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在田间休息时，吴光辉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

开启了话匣子：“乡亲们，咱们现在种的谷子可不

一般，这是航天育种的成果。它们会长得更强

壮，产量更高，而且还更抗病虫害呢。”

村民们听得入神，眼中满是好奇与期待。一

位大爷好奇地问：“吴书记，这太空种子种出来的

谷子，味道会不会也不一样啊？”

吴光辉笑着回答：“大爷，这您就放心吧，不

仅产量高，口感也会更好。到时候咱们丰收了，

卖个好价钱，大家的日子就更红火了！”他的话让

村民们脸上洋溢起了笑容，对未来充满信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欢声笑语在田

野间回荡。

此时的吴光辉不仅是村民的贴心书记，更是

他们并肩作战的伙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

科技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村民，让他们看到希望

的曙光。

在党建联盟引领作用下，2024年，国家能源集

团投入 450 万元，在李家寺村打造了一座现代化

谷子航天育种繁育基地。该基地融合“四位一

体”的集雨补灌技术、自动化水肥管理系统以及

绿色智能病虫害防控体系，打造了一片高效节水

的旱作农业示范田。通过土地整合、土壤改善、

田间道路铺设等一系列工程，成功培育出“米谷1

号”和“米谷 2 号”两个优良品种，示范面积达到

400 亩。今年，这个繁育基地的谷子产量达到 15

万斤，为村民们打开一条通往富裕的新路子。

吴光辉说：“下一步，驻村工作队将持续发挥

好党建联盟作用，坚持高标准建设航天育种基

地，打造‘米脂小米’金色品牌，引领带动区域小

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建联盟的成功组建，打破了地域的藩篱，

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协同共进的党建共同体新

格局。这一创举为整合各方资源、推动乡村协同

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

杨家沟村的 1.48 兆瓦光伏发电站，同样是党

建联盟助力下的耀眼明珠。吴光辉凭借敏锐的

洞察力，充分挖掘杨家沟村光照充沛和地理位置

优越的优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1.44 万平方米的土地上，2646 块光伏板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宛如一片蓝色的海洋。该项目

不仅为村集体带来每年约 90 万元丰厚收益，还

巧妙利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新农光互补

模式，实现了土地资源最大化利用，额外增加 10

万元收入。

“咱们这是一举多得啊，既收获了清洁能源，

又种下了绿色希望，乡亲们的好日子肯定会像阳

光一样，越来越灿烂！”每当看到光伏板下郁郁葱

葱的草药茁壮成长，吴光辉都会露出欣慰的笑

容，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此外，吴光辉巧妙借助集团电商平台，走进

直播间，化身山地苹果推销员，帮助村民们打开

通往全国乃至世界的销售大门。

他还积极谋划社区工厂建设，助力国家能源集

团投资500万元的管家咀村社区工厂顺利落成。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脊梁，是支撑起

乡村美好未来的中流砥柱。从谷子种植到光伏

发电，从苹果销售到社区工厂落成，吴光辉始终

秉持着因地制宜、创新发展的理念，带领村民们

探索出一条多元化的产业发展之路。

从“一个村”到“一个联盟”，不仅是一次乡村

发展的跨越，更是一场农村变革的史诗。从“一

个村”到“一个联盟”，见证了乡村从独立发展到

联合共赢的转变。

此前，国家能源集团的定点帮扶仅限于 1 个

村 1960 人。通过党建联盟的推动，帮扶范围扩

大至杨家沟镇 13 个行政村的 14019 人，实现了

全覆盖。

党建联盟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展现了广

大农村在新时代的崭新形象。在党建联盟的引

领下，杨家沟镇的乡村正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迈进。

带头人有话说

“驻村工作就是想尽一切

办法为老百姓办实事。作为

驻村书记，我的一项主要工作

就是拓宽消费帮扶渠道，进一

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这是青海

省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切察

村第一书记杨宏伟《驻村日志》

里的一句话。

《驻村日志》始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积极落

实集团定点帮扶工作要求，选派杨

宏伟到切察村担任第一书记。

切察村海拔高、条件艰苦。经

过短暂几天适应，杨宏伟开始走村

入户走访群众。每到一户，他尽可

能详细了解村民家庭情况、经济收

入、生产情况等，并记录在他随身携

带的笔记本上。从此，他随身携带

的包里，村里 18 户困难户基本情况

表、《驻村日志》、切察村基本情况、

刚察县畜牧业资料和一个水杯就成

为标配。

切察村作为一个只有几百人的

纯牧业村落，集体经济主要依靠养

殖出售牛羊肉获得收益。摸清村里

没有成立法人单位、市场销路不足

等基本情况后，下一步如何发展就

成为杨宏伟思考的问题。如何找准

村集体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壮大

村集体经济？这个问题在他脑海中

反复出现。

围绕村集体养殖业的规模、投

入、销售渠道等实际情况，杨宏伟就

如何在市场上打造品牌、推动村集

体经济朝着规范化发展有了具体思

路和措施，那就是围绕“牛羊肉订单

销售”，通过注册商标重点打造“美

丽切察”的“一村一品”品牌，在西宁

设立牛羊肉直销店等具体举措实现

长远发展。

他马不停蹄地拓展牛羊肉销售

市场，奔波在北京、西宁等地，联系

国家能源集团所属单位国电建投内

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国能青海公司

等单位订购切察村生产的牛羊肉，

完成牛羊肉销售 20 余吨，2023 年实

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63.9 万元，创历

史新高，切察村首次实现全村分红

全覆盖，分红金额19万元。

有了 2023 年工作的经验，2024

年开年第一次村民大会，杨宏伟就

向村民谋划了新的一年切察村发展

方向和主要工作，那就是把村里的

牛羊肉产业发展进行商标注册、在

西宁设立牛羊肉直销店等。

2024年3月，村集体经济商标成

功注册，为村集体经济市场化打通

了阻碍。2024年8月，积极沟通对接

国家能源集团内部三大消费平台

（国能大集、国能e购、慧采商城），推

动村集体经济农产品上线运营，实

现由季节性消费帮扶向日常消费帮

扶的转变，实现村内产业“输血”与

“造血”双循环。2024 年 11 月，切察

村牛羊肉直销店在西宁正式营业，

每天平均销售牛羊肉600斤，进一步

拓宽了切察村牛羊肉销售渠道。切

察村的集体经济走上了加速发展的

道路，为村集体产业振兴打下了坚

实基础。

杨宏伟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带头

人，也是老百姓的知心人。“要对得

起驻村这两年时间，多给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不给自己留遗憾，不给群

众留麻烦。”这是杨宏伟《驻村日志》

里写下的话。

刚驻村时，杨宏伟对刚察县基

层医保、社保、低保等政策不太了

解，就用笔记本记下来，找村党支部

书记和镇民政工作人员咨询，经过

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帮扶政策和惠民

政策，能够随时为牧民答疑解惑。

杨宏伟来到村民索南拉杰家

时，了解到他家里唯一的孩子华登

达瓦患有肢体功能障碍。第二天，杨

宏伟就联系北京一家医院，将孩子转

到北京去治疗，从根本上解决索南拉

杰一家的问题。目前正处于治疗中，

华登达瓦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

人心换人心。慢慢地，村民开

始认可了这个说着一口普通话的

“外地书记”。杨宏伟在村里开展工

作越来越容易了。

切察村共有党员 33 人，党员年

龄结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杨宏

伟以县委实施“一核五队促振兴”工

作法为抓手，狠抓党组织建设和队

伍建设，健全党组织生活，规范“三

会一课”，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2023 至 2024 年，该村发展党员 2 名、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名、培养后备干

部3名。通过走访在家老党员，向这

些德高望重、群众基础好的前辈上

门学习。在“七一”期间召开党员群

众代表座谈会，一同为村集体发展

建言献策。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杨宏伟在日常走访中大力宣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村民养成文

明、节俭、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推

动形成婚事新办、厚养薄葬、节俭养

德、文明理事的社会新风尚。同时，

充分发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基

层阵地作用，大力倡导文明风尚，充

分发挥“一核五队”文化宣传工作队

及志愿服务队有生力量，广泛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让群众

在耳濡目染中强思想，在潜移默化

中提素质，助推文明新风吹遍切察

村每个角落。

500 多天的驻村工作，让我深刻感受到牧区群众生活的不易，体会到他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始终牢记：要对得起组织、对得

起派出单位、对得起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坚信，只要找对了发展路子，低头干

活、抬头看路，刚察县哈尔盖镇切察村就一定能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文明乡村。

杨宏伟查看饲草加工车间运营

情况。 通讯员 索朗泽丹 摄

吴光辉和管家咀小学学生一同走进航天育

种繁育基地，探寻航天育种的秘密。

通讯员 刘长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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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寻找寻找 美美

带头人有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