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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赵海鹏

八年帮扶路 含“金”更含“情”
——山西省供销社驻村工作队在武乡县石北乡的故事

党建引领，“组团式”帮扶
留下了不走的工作队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16年5月
17日。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扶贫工作
队一行六人进驻武乡县石北乡。在与乡
领导简短沟通后，决定重点帮扶楼则峪
村和黄岩村，并且当天就入村。很快村
里人发现，工作队并不只是问问情况、做
做记录，而是住在村里不走了。白天入
户调研，宣传政策，了解户情，晚上写民
情日记，分析贫困原因，思考致富路子，
帮农户解决具体困难……满满当当的工
作安排，让工作队忙得停不下手脚。

经过先后 4轮入户走访，他们发
现，楼则峪村和黄岩村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严重滞后，导致农业种植结构单一，
土地收益低下，更为致命的是村民观念
陈旧、思想落后，归根到底在于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要改变这一
局面，工作队深知他们肩上担子之重，
必须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提升支村

“两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留下一支
“不走的工作队”。

结合脱贫攻坚，工作队积极加强班
子成员的思想建设。通过单独谈话、定
期召开工作例会，破除各自心里的间
隙，“两委”干部从开始的沉默寡言到各
抒己见，积极为村里发展出谋划策，凝
聚力、战斗力显著提升。

为了加强村里后备干部培养，在工
作队的倡导下，楼则峪村和黄岩村党支
部改变传统方式，将目光锁定在在外务
工的青年身上，两个村分别选拔10余
名青年人才纳入储备库，按照服务意
向、工作特长进行分类培养，择优吸收
进入村后备干部队伍，有效破解了后备
干部队伍乏力的难题。

在工作队的推动下，楼则峪村新建
了党员活动中心，配备了文化活动室、
图书阅览室，建成了党建文化长廊，党
员学习教育步入了常态化制度化轨道，
在成为全体党员活动场所的同时，更为
村民提供了一个平时休闲的好去处，党
组织服务群众能力得到了提升。黄岩
村建立健全了每周定期学习、工作落实
督查、档案管理、网格化管理等四项工
作制度，并下达重点任务督办清单，有
效提升“两委”班子的执行力。

与此同时，工作队积极动员乡贤人
才、退休老干部，组建了村智囊团，邀请
在外人士共同商讨村政工作，为乡村发
展谋“金点子”，构建“接地气、聚人气、
有生气”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激发引导
更多群众参与乡村建设。

8年时间，驻村工作队换了一批又
一批，从最初的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和再
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到后来的山西省
商业供销职工医院、晋果食品冷链物流
集团有限公司，再到现在的山西农资集
团有限公司、山西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变的是包联单位和驻村队员，不
变的是两个村的各项规范化的管理机
制。8年来，两个村先后实施36项村级
环境整治，4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3宗土地卫片得到全面整改，9宗
土地承包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处理……

这一连串的数字，清晰刻画出支村“两
委”的执行力。

产业先行，“开发式”帮扶
夯实了强村富民根基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产
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
才能稳定增长。工作队深深认识到没有
产业的支撑，村民很难实现脱贫，更谈不
上致富。一次次走访，一回回交心，一场
场讨论……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在石
北乡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支
持下，工作队决定引导楼则峪村70户村
民发展养猪业，扶持黄岩村10余户村民
发展养羊业，帮助楼则峪村70户村民分
7个小组以参股形式组建了聚众富专业
合作社，在黄岩村组建了同缘梦养殖专
业合作社，明晰了“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同时工作队充分利用各自
的人脉关系，促成文水县大象集团和楼
则峪聚众富专业合作社达成合作协议：
由文水县大象集团提供仔猪、饲料，负责
防疫、喂养等技术指导，并以每公斤保底
价16.4元回收生猪；同时全力推进黄岩
村养羊产业发展。

协议虽好，但终究是张纸。如何才
能付诸实施，6名工作队员走上了太
原-武乡-石北、石北-武乡-太原，拉锯
式的融资之路。从春耕跑到了秋收，从
麦收跑到了麦种，一笔笔资金陆续到
账，一项项工程稳步推进。

2016年6月黄岩村养羊项目20万
元启动敲定，同年7月份该村养羊基地
建成，从场地平整，到羊圈建设，到水电
贯通，工作队员始终同村民们奋战在一
线。也就在此时，黄岩村村民郝向高成
了一名真正的饲养员。

今年已经70岁的郝向高在20多年
前突发耳疾，致双耳失聪，自此他生活
在无声的世界。虽不影响下地劳动，但
他也失去了外出务工的机会，直接影响
到了他一家的生活。更为不幸的是他
妻子在10年前突发腿疾，被确诊为股
骨头坏死，经多方医治，虽无性命之忧，
但巨额的医疗费让郝向高一家陷入了
贫困，2014年被确定为贫困户。

“脱贫根本没有希望，能活着就很
不错了。”郝向高回忆起当时的景况眼
里噙满了泪花，“是工作队让我来这里

养羊的，养羊不仅让我脱了贫，还过上
了幸福生活。”

“每月有3000元收入，还能照顾生
病的妻子，还种着10多亩地……”郝向
高一边盯着黄岩村党支部书记郝晋义
的嘴唇，努力辨识着，一边不停地诉说
着，“去年产下近2万斤玉米，全部卖给
了羊场，年终还有分红……”

原来，同缘梦养殖专业合作社组建
之初就详细制定了社员入股分红细则：
社员自愿入股，分红按股金的 5%—
10%分配，每一个养羊周期为一个分红
季，羊出栏时，股本全额返还，随之下一
个分红季开启。“2019年入股最多，当
年分红超过了10万元。”郝晋义说，那
一年肉羊价格持续走高，村民的养羊积
极性高涨，也是那一年我们全村实现了
整村脱贫，“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累计分
红30余万元。”

与同缘梦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羊基
地同时投入生产的还有建在楼则峪村
青沟里的聚众富专业合作社养猪基地。

“当时这里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
深沟。”楼则峪村党支部书记武海兵
回忆道，工作队当时分两次落实了
60 万元的启动资金，后来又落实了
10万元的修路专项资金，当年新建，
当年投用，“2017年 12月 6日第一茬
猪出栏，盈利25万元；12月 12日，在
石北乡政府大院举行分红仪式，共分
红16万元。”

“分红当天我真的哭了，那是喜极
而泣。”村民王补娥回忆说，“真的太感
谢省供销社扶贫工作队了，没有他们就
没有聚众富合作社，没有他们就没有这
养猪项目，没有他们我根本脱不了贫，
更谈不上过富裕的生活。”

除养猪、养羊项目外，在省供销社
的大力扶持下，楼则峪村投资100万元
建成了西红柿酱加工车间、晾晒大棚，
黄岩村投资95万元，建成了惠农仓储
基地和食用菌种植基地，为实现共同富
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用心用情，“沉浸式”帮扶
暖了石北乡百姓的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8年来，省供销社驻村工作队，他们“住
村”，以村为家、坚守一线，全面吹响乡

村振兴“冲锋号”；他们“驻村”，履职尽
责、兢兢业业，努力当好乡村振兴“排
头兵”；他们“助村”，担当作为、用心用
情，“沉浸式”帮扶温暖了石北百姓的
心房。

为避免乡村振兴工作中“力量不
足”“干部慢热”“走读式”驻村等问题，
两支工作队吃住在村，踏踏实实走田
埂、串家门、唠家常，熟悉村情、了解民
意，确保“家家访”“户户入”，真正的

“身”入群众。
“只有住在村里，和群众一起拉家

常，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
所盼。”黄岩村驻村队员栗子朋如是说。

每一名工作队队员到村后，便迅速
进入工作状态，白天与支村“两委”干部
进行座谈，认真听取他们对村级发展的
意见建议，力求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
形成合力；夜晚走家串户，召开群众会、
圆桌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对群众关
心的难点、热点问题耐心解答，在感情
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真正做
到群众的“知心人”，真正成为群众的

“贴心人”。同时，定期采取入户宣传、
集中送学等方式，积极宣传宣讲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不断增强群众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今年两支驻村工作队已召开
群众会、圆桌会等20余次，入户走访
200余次。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真正的驻村要“身”至“心”也
至。在全面推动基层治理工作中，驻村
工作队不断思考如何对接自己“娘家”
的资源，让单位的支持源源不断输入到
村里。

“作为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的一
员，我积极争取省供销社系统的力量，
共同参与石北乡基层治理工作，为村级
发展注入一股强劲的力量源泉。”驻楼
则峪村工作队队长尤伟斌说。

石北乡位于武乡县西部，与榆社县
接壤，治理工作复杂困难，驻村工作队
结合实际探索建立了“帮扶单位+支村

‘两委’+社会力量”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驻村工作队与石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
支村“两委”成员组建志愿服务队，共同
参与基层治理，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打
造基层治理示范村组，形成“大家的家
园大家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今年以
来，两支驻村工作队共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20余次，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村
建设，真真切切做到凝聚民心民力、扎
实用心帮扶。

扬帆恰遇东风来，顺势发展正当
时。两支驻村工作队还因地制宜结合
石北乡传统武术之乡的优势，大力推动

“武术+旅游”新业态发展，着力打造集
产业、观光、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发展，为村民
增收致富拓展更多渠道，让乡村发展更
多样、更立体、更丰富。

从省城到老区，从机关单位走向田
间地头，省供销社派驻石北乡工作队让
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了村里实实在在的
变化，他们吸收了“烟火气”，染上了“泥
土气”，做事也变得更“接地气”，他们肩
负振兴使命，扎根在基层，奋斗在一线，
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真正“驻”进了老
百姓的心坎里。

驻村工作队队员入户帮扶，贴心服务。

沃野新绿、春潮涌动，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春日的武乡县石北乡处处透着清新的美感，恍若一幅自然天成的风景画。循着“咩、咩”的羊叫声，
走进黄岩村同缘梦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村民郝向高正在给羊投喂饲草，伴随着饲草添入槽内，跟在郝向高身边的羊群越来越少，偌大的羊圈
顿时安静了下来，只留下了“沙、沙、沙”的吃草声。

郝向高面带笑容地说：“是省供销社驻村工作队给我找到一条征收致富的好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