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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先驻心

驻村首先是驻，只有静下心驻下
来，才能有时间去深入调查研究，了
解村情民意，从而制定对策，帮助解
决问题。潘志勇要求自己做到身至
心也至。

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可走，重在带
着感情和责任去做。为了尽快融入
基层工作，进入新角色，潘志勇在较
短的时间里，迅速地和村两委学习基
层工作经验。为了拉近与村民的距
离，他没事就在村里转悠，遇到村民
就唠唠家常。只要看见谁在地里忙
活，潘志勇都会上前详细了解他们的
生产生活情况。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村民们的
诉求，其中重修吕厝桥被反复提及。

“吕厝桥桥宽只有1.5米，很不安全，
老有人骑着摩托车掉河里，我们希望
重修。”村民江永腾道出了这20年来
的心愿，对这位省发改委派来的干部
充满了期待。

潘志勇发挥发改干部策划项目
的优势，和村两委们共同努力，终于
成功争取了2022年第一批省级以工
代赈专项资金100万元，用于吕厝桥

改建，一座“连心桥”随之架了起来。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

淀多少真情。潘志勇通过村民夜
谈、入户走访等方式，收集解决村民
的急难愁盼问题，并转化为项目清
单落地实施，累计落地项目 10 余
个。他争取资金 300 万元用于岩前
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善村民生
产生活设施；争取老旧小区专项资
金 800 万元进行北街环境整治提升
及道路完善，打通岩前村岛内闭环
的“最后一公里”……多个项目资金
投入岩前村建设，随着惠民的好项
目纷纷落到实处，潘志勇也慢慢地
融入村里的大小事，用一件件民生
实事改变着岩前村。

驻村当驻责

潘志勇认为抓好村党组织建设，
是驻村第一书记的第一职责。

岩前村共有农村党员105名，村
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部，由于村内党
员人数多、类型复杂，如何进一步发
挥在职党员的力量？如何发挥老党
员的余热，并为他们提供关怀和温
暖？如何破解流动党员政治生活难
开展、党员作用难发挥问题？成为潘

志勇驻村上任后着急解决的大难题。
为抓实村党组织建设，潘志勇驻

村后以党支部换届选举为契机，鼓励
年轻党员中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进入
村两委，并吸收 2 位年轻人进入两
委，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和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组织党员积极参与学习。

着眼岩前村党员多、管理方式
单一、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他在全
区率先探索农村党员分类管理办
法，将党员划分为在职党员、“双
带”党员、普通党员、流动党员、老
党员等 5 类，建立党员分类管理台
账，实行“党员积分制”，推动党员
认领服务岗位 108 个，开展疫情防
控、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百余次，
有效提升了党员为群众服务的意
识和能力。

驻村必驻效

驻村帮扶想要有成效，就必须有
发展。

帮什么？怎么帮？潘志勇充分
发挥单位资源优势和个人特长，积极
研究村级产业发展政策，重点发展有
群众基础和地方特色的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潘书记带来的好理念、好政策、
好资源，真心实意为村子谋发展、为
村民谋出路。”岩前村党总支书记、村
主任邓振生感慨道。

“万寿岩是我们岩前村的金字招
牌。”这是潘志勇常挂在嘴边的话，他
紧抓万寿岩文旅融合发展机遇，与相
关部门积极对接推动，谋划万寿岩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争取中央预算
内资金1600万元支持万寿岩景区建
设。自任职以来，他围绕万寿岩策划
实施了10余个项目。

把好风景变成财富。53岁的村
民陈凤熙本来在村里经营小炒店，在
潘志勇的鼓励和帮助下做起了民
宿。随着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落地，
岩前村旅游人气越来越旺。如今，每
逢节假日，陈凤熙的民宿生意火爆，
房间常常在一周前就预订一空。

在岩前村，与陈凤熙一样通过从
事娱乐、餐饮、休闲产业，吃旅游饭走
上致富路的村民还有很多。金杯银
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提起潘志勇，
村民们都竖起了大拇指。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
变股东。潘志勇紧抓岩前村毗邻市

经开区这一优势，积极发展物业型经
济，还谋划在新村建设职工宿舍，通
过共建厂房、返还地出租等方式，增
加村财收入来源，推动经开区成为村
集体的生财之园。除此之外，他还争
取 150 万元资金用于岩前村自来水
厂扩建提升工程，在保障岩前村饮用
水需要的同时增加村财增收。“村里
每年都有分红，我们老两口今年领了
2000元。”提起村里的福利，八旬老人
罗秀招喜笑颜开。

潘志勇说：“这是我人生中一段
最宝贵、最值得珍藏的经历。”三年驻
村经历，潘志勇与村干部、村民紧紧
联系在一起，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
缘。从初来乍到的城里人，到入乡随
俗的“泥腿子”，真正做到驻心、驻责、
驻效，用实干驻进群众心坎里。

坚持党建引领
筑牢战斗堡垒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
的战斗堡垒，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关键，堡垒的建设至关重要。

“记得刚报到时，村部仅有一间
办公室、一间接待室，我的宿舍都是
临时整理出来的。因此，我把修缮村
部作为首要任务。”张作丹如是说。

忠山村村部建于 1996 年，投入
使用以来没有修缮过，平时村两委成
员都是居家办公，支部党员大会、村
民代表大会也是借用村小学教室或
宗族祠堂。张作丹积极向上争取资
金26万元，对旧村部进行改造提升，
新建党群服务中心，购置办公设备，
结束了支部党员大会“打游击战”的
窘境，确保了支部学习有场地、接待
服务群众有地方、两委成员办公有位
子，组织阵地焕然一新。不仅如此，
他还争取 60 余万元新建党建广场，
增设村务公开栏、LED播放屏、近邻
恳谈长廊等，强化党务、村务公开宣
传，培育文明乡风。

驻村以来，张作丹立足第一书记
工作职责，从抓班子、带队伍、强组织

入手，把建强村党组织摆在驻村工作
的首位，平稳完成 2021 年村两委换
届工作，实现“一肩挑”，持续优化村
干部年龄学历结构。积极动员在村
青年向党组织靠拢，3 年来，已发展
年轻党员4名，储备入党积极分子7
名，为村党员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做强特色产业
双增收添活力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张作丹深知，帮扶工作不仅只提
供资金帮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为此，他一直在思索该如何发展
壮大村级产业。

忠山村以蔬菜、毛竹产业为主，
其中，蔬菜种植面积约2000亩，年均
产值3000余万元，占村民收入60%以
上，是省、市直控蔬菜生产基地和镇
蔬菜交易集散地。

每天，他带上纸笔敲开家家户户
的门，到老党员、退休干部、群众、致
富能手、脱贫户等家中访谈，倾听他
们的想法、记录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走访中，张作丹听到村民说得最
多的，是忠山需要建一个集蔬菜分
拣、打包、冷藏、转运等功能为一体的

仓储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年
来，张作丹做规划、跑单位、争资金、
下地头……特别是用地问题，先后选
址了五处，直到今年年初，才最终确
定，建设资金也从最初的100多万元
增加到 300 多万元，目前，仓储中心
正在报批土地、财审预算。农副产品
仓储中心建成后将作为一体的综合
性农副产品基地，增强忠山村蔬菜存
储、转运的产业竞争力。

同时，张作丹还针对村级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
存在的短板和问题，积极向上争取资
金 1000 余万元，投入村里机耕路硬
化、供水渠修建、河堤挡墙修缮等项
目，全面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我们村种植蔬菜以个体传统模
式为主，抗风险能力差，创收模式较
为单一。”张作丹探索“村党支部+家
庭农场+村民”模式，以村党支部为总
舵手，鼓励在村党员、种植大户以强
带弱，探索农事体验、蔬菜采摘等文
旅产业。两年来，新增家庭农场5户。

动员村两委成员带头试行“村党
支部+合作社+村民”模式，成立专业

合作社，无偿回收或返租村内抛荒
地，目前，合作社已承包耕地 120 余
亩。依托忠山村历史文化底蕴、较为
完整的古建筑群、感人的红色文化，
他积极协调镇、村和市国旅联合成立
三元忠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镇、村
以村内固定资产运营权入股，市国旅
负责整合运营，实现年均接待游客3
万余人次。

以沪明对口合作、闽台乡建乡创
为契机，积极对接上海交大、三明市
农科院，合作建立 30 亩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示范基地。由上海交大、市农
科院负责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忠山
村家庭农场负责现场管理，增强示范
作用，优化种植品种。截至目前，已
完成上海交大“申绿”系列水果黄瓜
4期试种，成功推广20余亩，帮助村
民增收 50 余万元；完成市农科院 16
个品种试种，推广10亩，帮助村民增
收15万元。

一系列举措不仅提高了村集体
收入，也带动了村民个人收入的增
长，为忠山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动力。

补齐民生短板
打造宜居村庄

现在的忠山村，村庄旧貌换新
颜，村民生产生活大变样，一幅美
丽乡村图呈现在眼前。

“路修好了，我们村容村貌也变
好了，张书记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站在建成通车的文昌街
上，村民陈修仔脸上堆满了笑容。

以前进出村仅有文昌街一条水
泥路，蔬菜运输车、小轿车、三轮
车、摩托车……每逢农历一、六开
集，文昌街还搭设圩场，制约了村
庄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极
大的安全隐患，张作丹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迅速召集村两委，实施文昌
街道路白改黑提升、明月苑小区拱
桥建设、大桥头道路拓建、关帝庙
至后门山道路硬化、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工程项目，优化过境公路，规
范圩日摊位，并在全村主干道安装
太阳能照明灯 125 盏，照亮村民夜
晚出行。

为保障村民用水，投入20万元
改造提升供水管道，确保村民生活

用水。为加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推动实施村庄绿化工程，开展“美
丽庭院”评选，拆除老旧旱厕 14
个，农具棚、杂物间 8 个，新建标
准旅游公厕1个，垃圾分类亭16个。

推动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
要铸魂。要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才能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张作丹与村两委牵头，召集在村各姓
氏带头人、能人，共同起草村规民约，
规范村民日常生活，倡导文明乡风。
积极推动开展“学思想践初心、讲孝
道办实事”情暖重阳节活动，邀请全
村400多位老人参加义务理发、趣味
套圈、健康义诊、文艺汇演、敬老宴
等，传承弘扬敬老美德。组织开展“和
美古寨——看忠山”摄影大赛活动，
评选 56 幅精美作品，并在市书画院
展出，提高村庄知名度。

此外，张作丹还定期走访村小
学、幼儿园，了解学校运行情况，
帮助协调解决困难，先后筹措资金
3 万元购买书籍、添置设备，协调
解决困难问题6个。

乡村振兴正当时，美好愿景皆
可期。张作丹“第一书记”的帮扶
故事即将告一段落，但为民服务的
故事仍在继续。

张作丹：以责任诠释担当 助力乡村振兴
●三元记者站 张倩茹 文/图

“我们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日子越过越好。”“村里的路面平坦了、灯也亮

了，晚上出行很方便”“村里新建了好几个广场、廊亭，老年人休息、聊天的地

方也多了”……忠山村的村民争相说着村里的变化，这些都离不开三明市委

办公室选派驻三元区岩前镇忠山村第一书记张作丹的帮扶。三年来，他先

后争取各类项目资金2200余万元，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这里的田间地头都有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身影，每家每户都有他访民问

暖的声音……张作丹以忠山村为家，倾听群众心声，一心一意为群众解忧

患谋幸福。

潘志勇：用实干驻进群众心坎里
●三元记者站 陈诗宇 文/图

“从实干起步，一切从群众关切的事情做起”，这是潘

志勇来到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天

起，默默许下的承诺。作为省发改委机关党员干部，三年

来，他情系田间地头，扎根基层，与群众促膝谈心，为群众

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赖和认可。

▲岩前村◀潘志勇（右）在入户走访

◀张作丹（右三）和村民向上海交通
大学专家请教水果黄瓜种植技术

▲忠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