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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旬，听闻家乡的脐橙已经成
熟，在外学习的蔡思思立马联系家乡，做
好两地的沟通，助力家乡脐橙的销售。

蔡思思是晴隆县鸡场镇学官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今年 6月，任职半
年多的她，前往大亚湾区澳头街道金湾社
区挂职学习。

“我要把好的经验和方法带回家乡，
更好地为家乡服务，特别是发挥好党建引
领作用，创新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促乡村振兴。”蔡思思说，在大亚
湾的学习让她开拓了发展思路，坚定了发
展信心，等到回来后要把学到的理念，结

合学官社区实际情况，破解社区发展的难
题，在谋长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社区群
众生活环境、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

2021 年 10 月，刚毕业一年的蔡思思
参加了村级换届选举，被选为鸡场镇学官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毕业那年，我看到一句话，‘我们受
教育的目的是帮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
脱贫困的家乡。’让我对回到家乡有了想
法。”蔡思思说。2021年底，偶然的一次
机会，她听说自己所在的社区党支部换届
需要青年党员，在与社区党支部取得联系
并了解情况后，她打算辞去国企文员的工

作回到家乡。一些同事朋友得知这件事
后，都纷纷劝她考虑清楚，说村里的工作
很繁琐很累人，生活也不便。在犹豫时，
她说那句话又萦绕在她耳边，于是，毅然
踏上了返乡路。

任职后，除了面对繁杂不熟悉的工作
外，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一个 24岁的
小姑娘能做什么？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干不
了多久吧？”

为了证明自己。蔡思思来到社区的第
一天，就把所有行李都搬到了社区宿舍。
为及时摸清楚各村组的情况，她白天同社
区“两委”干部、驻村干部下组工作、走

访农户，详细掌握各组的位置、户数、人
口以及重点户的具体情况；晚上查看各种
文件材料，很快她便熟悉掌握了社区的基
本情况。

学官社区桥头寨是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如何让农户
形成爱护环境卫生的好习惯是摆在面前的
一大难题。蔡思思带领社区“两委”干部、驻
村干部多次到桥头寨召开群众会，听取大
家意见，反复研究，制定出一套“文明卫生
户”和“最美家庭”评比方案。如今，结合“爱
心超市”积分兑换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村里
的环境卫生越来越好。

同时，她还积极动员农户种植脐橙，
充分利用村里的闲置土地。针对外出务工
人员，动员其将自家荒废土地流转给果
农。登记有种植意愿的农户需要的种类、
数量，免费发放果苗5990株。

“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未来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我选择回到家乡，就要把心
与乡亲们贴在一起。”蔡思思说。

25岁村支书的笔记：

心与乡亲们贴在一起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允凤

本报讯 （通讯员 廖春旭）“叔，您搬迁
到这里以后有没有停过水？”“这两年村里发展
油茶种植，您家的土地流转费有没有足额领
取？”近日，册亨县纪委县监委组织纪检干部深
入村居社区，面对面向群众了解惠民富民政策
落实情况，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作用，让惠民政策落实到群众心坎上。

该县制定专项监督方案，围绕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落实情况、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建设、农村产业发
展和人居环境整治等4个方面 12项重点工作，深
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跟踪问效，看柴米油
盐、问生活保障，看困难险急、问扶持措施，
看基础设施、问短板弱项，看产业项目、问经
济收入，看人居环境、问体验感受，看发展成
效、问干部作风“六看六问”，保障惠民富民政
策有效落实。

同时，该县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查改结合。截
至目前，通过开展专项监督发现并推动整改问题
58个，帮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6个，督促推
动惠民富民资金兑现 2106.86 万元，追责问责 27
人，立案查处8人，通报典型案例3期 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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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超勇） 连日来，兴义
市信访系统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全市联席成员单
位以开展政法信访系统大走访活动为契机，结合
《信访工作条例》 宣传、巡回接访、“党员进社
区”“周末志愿红”等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家中开展面对面、互动化、接地气的宣讲活
动，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信访干部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和
政策方针，找准信访系统贯彻落实的切入点、着
力点，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
把使命担当扛在肩上，以真挚情怀听民意；把身
边小事看在眼里，以实干态度解民忧；把群众诉
求放在心上，以奋斗姿态暖民心。目前，共开展
宣讲活动50余次。

兴义信访系统

深入基层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近日，坐落在高洛一小旁的高兴图书馆正
式开门营业，这座专门为册亨新市民服务的中
型社区图书馆，丰富了搬迁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为孩子们带来学习的兴趣。

这座图书馆能够如期建成，并建成了孩子
们想要的模样，离不开“大山小爱”志愿者团
队的付出。“取名‘高兴’，是因为阅读是一件
高兴的事，可以给孩子们带来美好的感受。”

“大山小爱”志愿者团队负责人周蓓蕾说。
2012年 3月 14日，一支专注于贵州支教的

民间公益组织“大山小爱”成立。也正是从
2012年暑假开始，当时还在上海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二年级就读的周蓓蕾参

与了“大山小爱”团队组织的暑期支教项
目，她来到兴义市威舍镇阿依小学开启了支
教旅途。

10年来，“大山小爱”团队先后在兴义市
威舍镇、册亨县巧马镇等地持续为乡村小学提
供支教支持，累计服务学校 11 所，教授学生
3000 余人，开展课程 6 万余课时。“大山小
爱”团队成立的这 10年，也是周蓓蕾将无悔青
春洒向偏远山乡为孩子们支教的 10年。

10年来，周蓓蕾陪伴山区孩子度过了一个
又一个寒暑，她的足迹踏遍黔西南州内的尖山
小学、打帮小学、阿依小学、下德赫小学、新
村小学、猪场小学、者告小学等乡村小学。

2013 年 3 月以来，“大山小爱”团队助学项目
累计资助370名学生。

2019年 3月，周蓓蕾及团队关注到校外学
习资源的缺乏与需求，开始从学校走出校外。

“一年 365天，40个教学周，就有 80天的
周末，3 个月寒暑假就有 90 天，再加国庆长
假，算下来一年有 180天都是不上课的。而很
多孩子们的父母都在外务工，学校之外的教育
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周蓓蕾说，2019 年 3
月 14日，册亨县巧马镇巧合图书馆正式开馆，
他们也开启了社区支教的尝试，为孩子们提供
校外的学习空间、学习资源以及社区文化活
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助力孩子

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
以巧合图书馆为模板，“大山小爱”团队

以点带面不断拓展校外教育，至今已建成兴义
市威舍镇梦生图书馆，望谟县 WarM （谐音望
谟） 图书馆，册亨县丫他镇板万村图书室、板
街小学图书室、下德赫小学图书室、高兴图书
馆等，平均每月服务千余人。目前，冗渡图书
馆正在加快建设中。

每到周末，周蓓蕾就带领孩子们开展文艺
体育活动，通过文体运动、绘本故事、电影分
享、亲子活动等，让孩子们看见世界的更多
精彩。

“大山有小爱，小爱会传染。随着团队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愿意来参加支教的人也越来
越多。”周蓓蕾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想做
好事的想法，刚好我们的团队就在做这样的
事 ， 所 以 我 们 团 队 和 志 愿 者 形 成 双 向 吸
引。”如今，志愿者曾经教的学生，有的已
经进入大学校园，不少又作为大学生志愿
者，参与到“大山小爱”团队，继续将这份
爱传递下去。

10年青春洒山乡
——周蓓蕾和“大山小爱”志愿者团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匡奇燃

本报讯 （记者 段源兴 通讯员 郑书
彩） 11月 21日，记者走进兴仁市老里旗村，干净
整洁的车辆人行道，曲径通幽的蜿蜒小路，错落
有致的宜居民房，栩栩如生的墙绘，不仅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村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倍增。“墙面、地板、小
花园全部是新改造的，现在住起来舒服舒心。”
老里旗村村民王忠学说。

今年以来，兴仁市大山镇老里旗村围绕山区
做文章，抢抓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
示范试点建设机遇，突出山之魂、山之态、山之
味，巧借帮扶“东风”，全力打造“深山悠寨·
小康人家”特色田园乡村。

老里旗村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
示范试点建设规划范围为麻窝一、二、三组，涉
及农户 186 户 751 人。在示范试点建设工作中，
主要以“创建特色、寻找特色”为突破口，以石
匠文化传承为核心，采用保护和利用并存的规划
方式，改造院落环境，修复生态环境，形成山、
林、田、寨交融的特色田园村寨。

同时，老里旗村利用公安部、省委统战
部和广东省博罗县提供的帮扶资金，坚持以
生 态 发 展 为 目 标 ， 围 绕 “ 一 主 一 辅 一 拓 展 ”
促 进 乡 村 宜 居 宜 业 ， 并 积 极 探 索 总 结 可 借
鉴 、 可 复 制 、 能 推 广 的 经 验 做 法 。“ 目 前 ，
我 们 充 分 利 用 817 万 元 的 帮 扶 资 金 ， 在 老 里
旗村发展薏仁米、乌金鸡产业，带动群众增
收。”大山镇副镇长卢俊安说。

兴仁老里旗村

因地制宜
打造特色乡村

“双语”宣讲引共鸣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诗雨 通讯员 陈湘飚 摄影报道

“ 感 谢 党 的 好 政
策 ， 让 我 们 过 上 好 日
子。”11 月 17 日，兴仁
市大山镇野场村新建的
文化广场上，彝族群众
围坐在一起聆听黔西南
州民宗委宣讲组用“双
语”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大家细数着家乡的
变化，对美好未来充满
信心。

野场村彝族人口占
总人口 79%以上，是第
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今年以来，该村
把 “ 贵 州 省 2022 年 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建设与乡村振兴结合起
来，从改善居住环境、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传
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保 护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民
居 、 巩 固 民 族 团 结 入
手，不断提升少数民族
乡村经济发展，不断推
进文化振兴、文明进步。

图 为 野 场 村 村 民
围 坐 听 宣 讲 ， 共 话 未
来发展。

本报讯 （记 者 刘朝富） 11 月 22 日 ，
安龙县春潭街道山岔居委会“人社+”村居标
准化服务站揭牌仪式举行，现场开展了人社
政策宣传、金融和通信业务办理等，并现场
办理社保卡 115 张。

“人社+”村居标准化服务站是由人社局主
导，联合贵州银行、联通公司三方共建的一体化
惠农服务网点，让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高效便捷
的人社、金融、通信等服务。

安龙县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对照建设
规范和标准加快后续服务站点建设，把人社
服务、金融服务、通信服务整合在一起，真
正形成“+”的优势，发挥“+”的作用，切
实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办理更多业务。

安龙

“人社+”村居
标准化服务站揭牌

““104104员干将员干将”” 系列报道

初冬时节，高山云雾笼罩下，普安县地瓜镇
屯上村的“白叶一号”茶园里，一株株茶树沿着
山势排列成行，放眼望去，满山郁郁葱葱。

荒坡变成茶山，归功于 2018 年浙江省安
吉县黄杜村捐赠普安的600万株茶苗。

2018 年 10 月底，屯上村干部群众上山铲
除荒草、翻新土地，只为安顿好前来“落户”
的“白叶一号”茶苗。

提起眼前的“放牛山”如何一步步变成茶
山，屯上村党支部副书记蒋成勇言语中充满自
豪。“当时我们这里得到 450 万株茶苗，种植
了 1500 亩茶园，从对接茶苗捐赠、开荒种茶
到管护茶园，我都全程参与。”蒋成勇说，600
万株茶苗在普安县共种植 2000 亩茶园，其中

屯上村 1500亩、白沙乡卡塘村 500亩，共覆盖
带动 10个村862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在茶园建设中，普安县还按照“3655”的
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即企业共享 30%、贫困户
共享 60%、合作社共享 5%、土地流转共享
5%，实现四方共享。

有了苗，还得种得好、卖得出。与茶苗相
伴而来的，还有专业技术模式、产业经营门
路。2019年，浙江省为解决茶青的深加工与销
售，为普安引进了最大的茶叶出口企业——浙
茶集团。茶园建成第二年，浙茶集团就与普安
县联合投资建设了“白叶一号”茶产业园，引
进全自动茶叶生产线。

2020 年，精心管护下的茶园迎来首次采

摘，浙茶集团为“白叶一号”专门注册了“携
茶”品牌，寓意东西合力携手合作，共同致
富；并承诺茶苗捐到哪里，茶叶加工、品牌推
广和产品保底销售就跟进到哪里，以解决受捐
茶农的后顾之忧。

今年 3月，第二个“白叶一号”茶叶品牌
——“茗恩·白叶一号”也诞生了。

“我们茶园现在主要由贵州普安红茶业
（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指导合作社，对茶园进行
标准化、系统化管理，并与浙茶集团携手提升加
工工艺，确保‘白叶一号’茶青就近加工、保证品
质、减少流通成本、增加效益。”普安县茶业发展
中心工作人员韩丽说，同时，普安不断挖掘培
养合作社管护采摘、加工销售、管理等方面人

才，切实将“白叶一号”发展成集采摘、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全链条产业。

今年 2000 亩“白叶一号”茶园采摘茶青
1.6 万公斤，加工干茶 4 吨，产值 300 余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让普安在‘白叶一号’的带动下，真
正实现‘荒山变茶山、农户变茶农、山区变景
区’，把以‘白叶一号’为牵引的茶产业做成
普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韩丽说。

如今，经过 4年的发展，普安县以“白叶
一号”2000 亩茶园基地为引领，多片联动推
进、扩大种植规模，白茶种植面积已由最初的
2000亩扩大到 1.3万亩。

普安：全产业链助力“白叶一号”扎根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允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