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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村民知心人
2022 年 9 月，刚到白叶坑村，作为村党

支部书记助理的袁传胜放下行李，住在村
部。得知村里来了位年轻博士，村里顿时炸
开了锅。“白叶坑村这么偏僻，条件这么差，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待不住，他能待得住？”

“这么年轻，学历又高，走过场的吧。”……种
种质疑声在村子里传开。很快，袁传胜用实
际行动打消了村民的质疑声。

袁传胜下定决心要为村里做点事，改善
村民生活。他迅速进入角色，开展脚踏实地
的调查研究，快速厘清帮扶工作思路。“先当
学生，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为了弄清
当地工作中的堵点、淤点、难点问题，了解村
民所思所盼，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村民家中
和田间地头。

袁传胜明白，只有成为村民的朋友，才
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他深入村民家中，与他
们谈心，讨教工作方法；经常在村民聚集的
小广场，与村民们坐在同一张长板凳话家
常；在田间和村民一起撸起裤腿，在水稻田
抢收抢种；作为省直机关青年理论宣讲团成
员，他在白叶坑村宣讲了党的二十大精神，
用群众语言，将党的创新理论带入寻常百姓
家……渐渐地，袁传胜成为了村民的知心
人，村民有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说。“当地群众
都叫我小袁。”袁传胜笑着说。一声声亲切的
称呼，是白叶坑村百姓对袁传胜最大的尊重
和肯定。

在白叶坑村，一片绿意盎然的林地曾是
村集体的宝贵财富。然而，多位村民向袁传
胜反映，由于白叶坑国有林场租赁村集体林
地的价格已经 30 多年未曾变动，导致村财
损失较大，大家意见很大。袁传胜快速回应
村民关切，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只有沟通协商，才能打破僵局，为村庄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于是，袁传胜带着村
委会商量出来的租金调整方案，多次与当地

的林业部门、林场进行深入的沟通协调，努
力争取支持。在省审计厅在三元挂职的领导
支持推动下，大家共同努力，林业部门同意
相关诉求，签订了合作框架，同意在原有基
础上每年提高租金约 20 万元，给户籍人口
只有 500 多人的小村庄带来了一笔可观的
固定收入，为村庄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
实在在提高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一次次的日常走访中，袁传胜得知了
村中倒塌的龙居桥的故事。这座桥是清乾隆
年间武举人朱洪祥为了村民的便利而修建
的，历经岁月沧桑，是村子的标志性建筑，也
是诸多村民心中的乡愁所在。每当提及龙居
桥，村民们的眼里总会流露出深深的怀念与
期盼。

面对村民们的期待，袁传胜决定行动起
来。他与村干部一起，精心拟写了龙居桥重
建募捐书，积极奔走于村内企业、乡贤和村
民之间，号召大家为重建龙居桥捐款，最终
得到了各方支持。如今，修好的龙居桥伫立
在村口，连接着村民的过往与未来，也将历
经风雨，见证岁月，诉说村庄的故事。

“没想到一把年纪，还能再次看到龙居
桥……”采访中，村里的老人们不时发出感
慨，眼含泪花。

争做苏区实干家
“我第一次抵达村口，目睹这条破损不

堪的通村道路时，就坚定要把修复村道的任
务搬上首要日程。”袁传胜说道。

白叶坑村党支部书记尤恒龙介绍，通村
道路由于早些年铁路施工的影响，被重型机
械压得面目全非，长期未能得到修复。这条
破损的道路给村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
便，甚至有人因为道路颠簸而骑摩托车翻入
水沟。

了解到这一情况的袁传胜，立即着手制
定修复计划，并在次月带着村干部前往省直
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在单位领导支持帮

助下，在袁传胜和其他同事共同努力下，
2023年春节前夕，大约5公里的进村道路得
到了修复。“现在走夜路也不用害怕了。”村
民朱忠求高兴地说道。

村委会为了让村民有更好的休闲交流
场所，打算在村本点修建一条休憩步道，了
解相关需求后，袁传胜带着项目介绍和计划
去相关帮扶单位争取资金支持，并成功获得
20万元资金支持。如今休憩步道已建成，每
当夕阳西下、傍晚时分，总有村民信步其中。

“看着村民脸上挂着笑容，在步道休憩、聊
天、散步，感觉自己为了这个事跑前跑后的
一切都值得。”袁传胜欣慰地说。

以白叶坑村为家，干出成效，赢得信任。
虽然在村里只有短暂一年，袁传胜依旧将白
叶坑村牵挂心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有
许多工作想做却没来得及做……”如今，在
各级领导关心支持下，经过多方筹集资金，
白叶坑村红色遗址永安堂修缮工作正在稳
步推进，传承红色基因和发扬优秀文化，白
叶坑村一直在路上。

从学习苏区精神到实践苏区干部好作
风，从防洪、抗旱，到征地拆迁、项目实施等，
袁传胜以低调务实的行动展现出年轻人投
身乡村振兴工作的情怀，让青春之花开在了
乡村大地。

写好审计大文章
琢磨审计问题，写好审计文章。在三元

区审计局挂职副局长期间，袁传胜主要分管
生态环境资源审计、信息报送等工作，为区
审计局一手解近忧，一手谋长略。

尽管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袁传胜深
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基层一线的实践并非
易事。他抱着谦虚学习的心态，将自己视为

“小学生”，迅速融入审计局的日常工作，将
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具体项目相结合，不断磨
炼和提升自己。

在资环审计方面，袁传胜充分发挥自己
在该领域的专长。他利用局里的“审计微讲
堂”平台，为同事们讲授生态环境审计的最
新方法和要点，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

全程参与局里资环审计项目的立项、实施和
报告定稿过程，严格把关，提出了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在他的努力下，三元
区审计局已经成功完成了某生态环境局主
要领导任期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和某乡镇自
然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审计，显著
提高了审计报告的质量。并且 2024 年的资
环项目也在稳步有序开展。此外，利用在局
里工作的机会，他结合局里开展的项目，跟
着领导同事学习了财政审计、经责审计等不
太熟悉的领域，争取掌握更多专业本领。

“袁传胜同志将省厅的高效工作方法和
关于资源环境的审计经验与大家进行了分
享，他还特别对三元区的文旅产业进行了深
入调研，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极具价值的调研
成果，也为审计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支
持。”区审计局副局长洪国荣说。

此外，袁传胜还致力于提升三元区审计
局的信息报送录用率。他协助负责信息报送
工作，除了逐字逐句、从严把关修改相关信
息文稿写作，自己还写信息，确保信息及时、
准确和高效传递。在他的推动下，三元区审
计局的信息在省级、市级、区级平台的录用
数量大幅提升，信息报送成绩在区直单位中
名列前茅。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三
元已在袁传胜的生命中镌刻下深深烙印。离
别在即，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和这里的人，将
成为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牵挂。“我不会忘
记白叶坑村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好人好事好
文章，这山、这水、这人，将成为生命旅程中
难以割舍的美好回忆。”袁传胜说。

2022至2024年，省审计厅干部袁传胜作为选调生被派到三元区挂职锻炼，先后在岩前镇白叶坑村和
区审计局工作。两年时间里，他深入挂职所在地，为乡村产业强筋壮骨，将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落实，为民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也为基层审计机关增添了活力、动力、智力。

“两年挂职行，一生挂职情。白叶坑村为我上好了群众路线的第一课，区审计局的工作让我更加了解
了基层审计机关，同时也提升了业务水平，这都为我以后更好地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两年时间虽短，但
与岩前镇白叶坑村村民和区审计局领导同事的深情厚谊，是我永远的滋养、一生的财富。”

宋钰莹：驻林海乡间 写为民情怀
●全媒体记者 梁梦婷 三元记者站 黄柳青

自沿街岔道蜿蜒而上，短短五分钟车程，眼前的景象便由闹市城区转变为静谧村落——三元区城东村。
庭院净美、树木葱茏，是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

“我们对村里的路面、路灯等基础设施都做了修缮，还有妙元山那片山林，不久前还进行了景观提升改造
……”沿着村道慢行，驻村干部宋钰莹娓娓道来村子近期的蜕变。

2022年8月，由国家林草局生态司派驻三元区挂职的宋钰莹初次踏上三明的土地。600多天的时间，她
用脚步丈量这片热土，将汗水挥洒在连绵的群山中，将情感扎根在淳朴的村民间。

袁传胜：以两年之约 续一生之情
●全媒体记者 林馨怡 三元记者站 黄柳青

▲白 叶 坑
村新建成的休
憩步道
（黄柳青 摄）

◀袁 传 胜
（中）与村民们
话家常
（受访者供图）

▲城东村绿化
美化工作

（吕 仪 摄）
▶宋钰莹（右

一）与同事在造
林山场观察无患
子生长情况

（苏启燮 摄）

快速融入 身至情更至
动身出发三明前，宋钰莹便搜集了不少

相关资料，从地理环境到文化底蕴，从产业
发展到生态政策，她一一详尽记录在随身的
笔记本中。

“凡事做足准备才能有底气、有方向。”
怀揣紧张与期待的心情，她跨越千里，带着
心中勾勒好的工作蓝图，在三元区林业局开
启挂职生涯的第一阶段。

初来乍到，如何打破“局外人”思
维，快速融入当地工作，是宋钰莹面临的
首要问题。

“要植树护林，靠书上理论可不行。”宋
钰莹回忆，那会正值盛夏烈日，她换上迷彩
服、背上双肩包、戴着遮阳草帽，与护林员一
同走进层层山林，实地考察林地情况。

白天穿梭山间小道，晚上梳理工作思
路，并参与市林长制工作专班调研，跑遍了
三明所有县（市、区），四处奔走得来的经验
与想法，密密麻麻地写在她的笔记本上。

思路有了，宋钰莹心中的工作蓝图也愈
发清晰。

在“林长邀你来种树”活动中，创新“林
长赠苗 群众种树”全民义务植树新形式，评
选“我最喜爱的家乡树种”，免费为村民提供

树苗6万株；推动建成东牙溪水源地集中电
烤笋设施70套和“水改汽”煮笋机309台，促
进了水源地笋竹产业向低碳、高效模式转
变；深化沪明对口合作，参加上海“乡土有
约”林农产品推介会，对接上海供销总社，开
拓优质竹笋销售市场；以国家林草局省部级
人才蹲点服务活动为契机，邀请专家团为全
区村党支部书记开展林业碳汇开发、竹林培
育等培训指导，让林业发展更科学。

看着一项项工作落地有声，宋钰莹也渐
渐把三明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她说，不
论是和同事们并肩作战，还是和村民们喝茶
聊天，曾经的陌生与距离感早已消融。

攻坚克难 挂职更尽责
“这热锅上的蚂蚁可不好当啊！”宋钰莹

笑称，自己近两年的挂职工作犹如一场“小
白成长记”。

为何这么说？当面对短时间内要上报的

图斑和数据，她从焦头烂额到应对自如；当
面对春季造林突发的苗木调运意外，她从措
手不及到从容解决；当面对不理解采伐坟墓
旁枯死木的村民，她从毫无头绪到高效协调
……在宋钰莹看来，担任挂职干部是一场相
互交流学习的“双向奔赴”。

面对难题时，与同事和村民们的交谈，
总能让她思路开阔；挂职期间，国家林草局
生态司多位司领导来三元区指导工作，也让
她备受鼓舞。

去年 4 月，宋钰莹与同事组成调研小
组，深入南平、三明、龙岩9个县（市、区）调
研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难点问题，理清工作
思路。她告诉记者，松材线虫病传播途径广、
蔓延速度快，如果防控不及时，会对森林生
态造成严重危害。

在秋季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关键期，
她积极向国家、省级部门争取防治专项资
金，并在市林业局的指导下，完成2023年

度松林采伐除治 16547 亩，清理死亡松树
8656株。

“争取几次资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
需要形成‘人走事成可持续’的长效机
制。”望向远方的松林，宋钰莹忧心地说
道。为此，她推动落实乡镇、街道属地责
任和各级林长及林长制协同部门的防控责
任，形成防控合力。

春日时节，她便走进生产一线指导造林
绿化工作。2023年，推动三元区完成植树造
林14240亩，森林抚育、国家储备林建设、封
山育林也都超额完成任务。同时，依托生态
文明试验区项目，开展城镇周山森林景观提
升改造工程，在城区周山、国省干道沿线和
松林采伐小班，种植无患子、山乌桕、福建山
樱花等花化彩化乡土阔叶树种，从零星点缀
到连片提升，打造具有三元地域特色、四季
花繁林茂的森林风景线。未来5年，还将改
造提升景观林3.6万亩。

工作内容从上层的“千条线”到基层的
“一根针”，宋钰莹真切感受到绣出一幅绿水
青山图景的不易。

这样的感受，在她驻点三元区城东村
时，尤为深刻。

去年 9 月，交接完手头的工作，宋钰
莹便马不停蹄奔赴城东村，开启挂职生涯
新篇章。

“原本只需专注林业工作，但在村里，和
百姓有关的大事小情都得解决。”对于肩上
的新职责，宋钰莹认为，既是未知的挑战，又
是宝贵的机会。

倾听民声 驻村更驻心
“我还清晰地记得，小宋一到村里就让

我带着她走村串巷，对村里有多少人、多少
土地资源、村财收入如何等情况逐一请教
……”城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凌青文说。

发现问题是好事，解决问题是大事。宋
钰莹一边和村干部走村入户，研究村里的各
类历史遗留问题，一边值守城东村党群服务
中心，与村民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

驻村期间，她发挥专业优势，通过林业
股东会为村民增收，完成松林采伐改造402
亩，开发妙元山森林康养产业潜力。共同推进
完成村里自来水通水改造、路面维修改造、路
灯建设、排水沟应急改造、停车场修建、村部
党建活动室整修等一系列民生工程。

其中，投资228万元的新亭路自来水通
水改造，解决了3500名住户的用水需求，让
家家户户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原来我们自引山泉水，一下雨就喝
黄泥巴水，现在终于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
了。村里的花草树木也越来越多，休闲散步
有了好去处。”这是城东村村民在茶余饭后
聊天时的共同感受。

村民们也很喜欢和新来的村干部小宋
拉家常，村口坐着的老奶奶、喝茶乘凉的老
大爷、种菜种茶的大哥大姐……到处都是他
们谈笑的身影。在宋钰莹眼中，这不仅是在
拉近与村民的距离，更是从生动鲜活的基层
实践中汲取智慧经验。

最近，她正忙着帮村里申报省级森林村
庄，谋划新亭路的雨污分流项目。“我希望在
走之前，能为村子再多做一些。”挂职工作进
入尾声，看着桌上的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
宋钰莹奔走的脚步愈发急促。

“这两年来，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
山林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村民日子越过越红
火。我会带上从这里汲取的知识和力量笃行
不怠，更会记住三明的山山水水。”扎根在这
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的主战场，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的第一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最前沿，宋钰莹的心中有欣喜，也有对未
来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