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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宁：真心办实事 倾心谋发展
●全媒体记者 罗丽榕 三元记者站 黄舒祥

张青宁（左二）在查看笋竹食品生产设备运行情况
（受访者供图）

连茂村新修的荷花池 （邓璐一 摄）

苏贵丁（左三）与村民们一起包粽子

白叶坑村携手有关部门开展重阳节活动

“以后要常来，连茂村可是你的第二故乡哪。”三年驻村弹指一挥间，年近70岁的

连茂村村民林启良笑着对张青宁说。

2021年7月，张青宁从三明市政府办选派到三元区洋溪镇连茂村担任党支部第

一书记。驻村期间，他牢记使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第一书记的责

任担当，驻在乡村干得实，发展惠民产业抓得准，服务群众做得好。在他带领下，连茂

村发生了巨变，先后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

“欢迎大家把村里当成自己家，常来常往。”6 月 5 日，三明市委文明办与三明市烟草专卖局组织党员
干部一同前往白叶坑村，开展了以“挂钩联建 情暖端午”为主题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党日活动。活动期
间，三明市委文明办派驻岩前镇白叶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苏贵丁，带着大家参观了白叶坑村的发展变迁，
村两委干部及村民代表们邀请大家体验白叶坑特色粽叶采摘以及包粽子活动，现场氛围其乐融融。

因所产粽叶闻名远近的白叶坑村，由于距离市区较远，特色产业少有人知。2021年7月，苏贵丁下

派驻点帮扶，积极联系市委文明办、市烟草公司等单位到村，开展“玉叶粽香迎端午 文明实践走基层”

“喜迎二十大 欢度重阳节”“我在乡间有亩田”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同时，努

力改善群众生活，擦亮白叶坑村这张“新名片”。

苏贵丁：脚下沾泥土 心中装真情
●三元记者站 刘子豪

拓宽村民增收新渠道

每逢雨季，村里的竹山泥泞难行，不仅存
在安全隐患，村民运笋成了难题。为缓解这一
问题，张青宁多次现场查看、勘验，几番奔波，
最终筹措资金30余万元，对绵延在村里3公里
的重点竹山便道进行路面平整和拓宽。整修
一新的道路提振了村民发展笋竹业的信心，也
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通道。“修好的竹山道路，方
便多了。”正忙着烤笋的村民邓历章说，有了这
条路，今年靠制笋就有十几万元的收入。

新鲜竹笋采下不能长途运输，必须在8小
时以内杀青煮熟。为了更好保障笋的品质，张
青宁为村集体占股的茂源笋竹专业合作社的
笋竹厂引进了一台高温杀菌锅，设备将笋从源
头密封，既隔绝二次污染，又保留了笋新鲜的
口感和营养。经过近一年的尝试，张青宁带着
团队成功开发新产品，2023年4月第一批无添
加防腐剂的保鲜笋成功批量上市。“笋产品主
要销往北上广、江浙沪一带，笋季忙时，每天的
产量在10吨左右。”茂源笋竹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龙昌说。

连茂村盛产红心橙、黄桃、西瓜等水果，每
年水果上市时，由于没有转运平台，水果转运
不便。张青宁把建设转运平台列入任务清单，
完成勘查、选址后，多方筹措资金40余万元，在
水果运输最繁忙的东华村和村部本点建设两
处水果转运平台，帮果农解决水果销售问题。

污水处理池、荷花池、盘山步道、村口
彩绘墙、图书室……张青宁的这份“美丽连
茂”清单，一直在增加，陆续都完成了。村
庄美了，村民富了，乡风和谐了，在张青宁
的带领下，村民齐心协力共建共享和美乡村，
实现了连茂村的美丽蝶变。

“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就是连茂
人。”在谈到驻村几年的感受，张青宁颇有感触。

聚焦民生实事新进展

连茂村全村800余人，平时在村里的人不
到一半，以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村里的幸福
院，建筑老化破旧，但每天还是聚集了很多老
人在这里休闲娱乐。张青宁召集村两委干部商
讨改造方案，向上争取资金30余万元，并参与
设计、现场施工。很快，幸福院完成了修葺，更
换了沙发、桌椅等设施，并增设了幸福院书屋，
获得了村民的好评。

为帮助村民推介优质农产品，张青宁积极
协调部分市直单位工会购买支农产品，三年来
共推销优质水果红心橙2万余斤、水果玉米1
万余斤，带动村民增收20万余元；同时将村里
优质笋制品引入市政府食堂，建立长期供销关
系，为村民提供稳定增收渠道。

张青宁深耕基层，走在乡村振兴第一线，
发扬真抓实干的精神，发挥政策、资金、技术、
信息等方面的优势，用好国家的惠农政策，依
托村里的资源禀赋，努力盘活村内闲置资源，

吸引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助力连茂村
发展。

“村里工作要开展好，一个强有力的党支
部很关键。”张青宁觉得，村级班子建设和党员
队伍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他一方面规范完善村级议事决策、“三会
一课”等制度，使村两委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另
一方面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组织村党员干
部到小蕉村等先进村学习典型经验。通过点
点滴滴的实际行动和表率示范，激发党员们党
性意识、提高思想觉悟，引导党员干部在工作
中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为更好地与派驻单位各项工作深度融合，
张青宁推动市政府办直属机关委员会与连茂村
支部委员会签订“联乡村促振兴”共建协议，从
加强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到加强乡村振兴方面
的扶持力度等各方面对连茂村给予大力支持。

深化乡村治理、发展富民产业……驻村之
初的一个个零散想法，正一步步成为现实。三
年来，张青宁共争取各类资金600余万元，实施
了数字乡村建设、提升村部功能、进村环境整
治等各类项目10余个。

“张书记有能力，很多事情都会想办法帮
我们解决。”连茂村村主任刘丽云说，今后如何
带领乡亲们致富，自己会经常向他请教。

“我对连茂村的感情不会变，作为第一书
记要谋划长远、干在当下、执着做事，以时时放
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扎扎实实
走好驻村帮扶每一步！”张青宁说。

环境整治 小村旧貌换新颜

地处明溪县、永安市、三元区三地交界的
三元区岩前镇白叶坑村距市区50公里，是全区
距离城区最远的村。全村户籍人口533人，常
住人口约100人。其中约80人为畲族人口，是
少数民族畲族聚居点村。

“来到这里，我真切体会到‘九山半水半
分田’的真实写照。”爬上村里海拔最高的岩
头庵，苏贵丁的思绪回到了 3 年前。刚到村
里，他便第一时间联系村两委干部，通过入户
走访、召开村民夜谈会与党员恳谈会、实地考
察等多种形式进行村情调研，发现乡亲们提到
最多的一个词是：路。

自白叶坑村的村口向外，有一条5公里长
的水泥村道，是村民们来往进出的主要通道。
2020年，由于兴泉铁路过境建设，导致路面开
裂，加之车辆行驶挤压，道路破损严重。苏贵
丁第一次骑车进村，就在这条路上摔了一跤，
这也是许多村民经常经历的事。

之前，为了修缮这条“摔跤路”，村两委
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但由于修建铁路时的主
要责任单位属于铁路系统，与政府部门较少
联系，协商困难。苏贵丁到任后，与村两委
一道先后 10 余次走访挂钩省直部门及其他单
位，辗转打听，终于在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
帮助下，同责任单位进行协调，同时积极联
系挂钩村的省直部门，争取到500余万元资金
用于修复路面。经过3年努力，今年5月，道
路全段基本完成施工。如今，崭新的路面与
醒目的护栏、入村标识一道，让村里的面貌
焕然一新。

“遇到问题，苏书记总是主动联络，靠前
作为，为村里做了很多贡献。”白叶坑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尤恒龙说。在苏贵丁的努
力下，白叶坑村带领村两委干部积极走访农业
农村、水利、省直挂钩帮扶的省审计厅、致公
党福建省委等上级部门，共向上争取资金1100
多万元，先后完成损毁村道修缮、整村自来水
提升改造、龙居桥修复、村本点沿溪步道建
设、笋烤房修建、农田水利设施修复等基础设
施改造工程。

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建室建设、斜
屋面改造、夜间路灯照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等惠民项目纷纷建设完成，村民们抱怨少
了、称赞多了，苏贵丁的名字也时常在村里老
人们的口中传开。

开源挖潜 本土产业迎蝶变

白叶坑村内土地面积约 3.6 万亩，山林面
积2.3万亩，因其野生粽叶资源分布广泛，粽
叶品质优良，曾有“玉叶坑”的美誉。

“原先采粽叶要攀爬上山，下来身上都是
泥尘，手上脚上常常有伤痕。”白叶坑村老党
员颜定明介绍，原来村里许多村民以采野生粽
叶贩卖为生。随着采摘增多，产量越来越不固
定，品质良莠不齐，销售单价较低。且山上崎
岖难行路况复杂，安全没有保障。为了形成稳
定的营收，一些人尝试自己种植枣、茶叶，但
结果都不理想。

2021年开始，苏贵丁组织建设粽叶培育基
地，结合当地生长气候条件，村两委引进优质
粽叶种苗，安排专人培育，将野生粽叶复壮培
植，新建粽叶种植示范基地50亩。经过3年多

的精心培育，目前一期20亩已完成种植，长势
良好。后续，村里将延伸粽叶产业链，打造粽
子工厂从粽叶到成品粽子的形成，打响“玉叶
坑”粽叶“一村一品”品牌。

白叶坑村的“农”墨“粽”彩，靠的是对
家底的厚植。驻村以来，苏贵丁摸清村里资源
清单，想方设法提高村财收入，包括依托林地
资源丰富的优势，多次与林业部门沟通协调，
成功推动白叶坑国有林场与白叶坑村达成合作
框架，提高国有林场租赁白叶坑村林地的价
格。目前，村里主要以杉木、毛竹、水稻种植
为主，其中毛竹为支柱产业，种植竹林达8000
多亩；协调村委会与村内两个规模养猪场的租
金收缴等。村财收入由原来的不足15万元提升
到每年平均固定村财收入突破50万元，增长率
超过230%。

“以生活富裕、生产发展、生态优美发展
为目标，持续推动村里的产业向着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迈进。”苏贵丁说，目前白叶
坑村正进一步加大农业种植、经济林木外销、
森林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等产业发展力度，已
与福建两岸禾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意向，拟引种“药食同源”的参首乌50亩。充
分发挥村内林木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林下中草
药种植。同时，村里还以万寿岩远古家园文化
旅游区建设为契机，加强村内红色遗址永安堂
的修复、保护，并对村域古树、古民居、宗祠
等特色传统历史风貌扩大开发和利用，实现文
旅产业多样化。

白叶坑村先后获评“全区创新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区级文明村”。2023年，苏贵丁本
人也获得“三明市直机关年度乡村振兴”服务
标兵荣誉称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