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批防疫爱心包里共包含口罩、藿香正气水、免洗手液、体温计、

退烧贴、抗原检测。 ”近日，在玉山县冰溪街道武安山社区办事处，党员

志愿者们利用午休时间将刚领到的药品物资按照“防疫爱心包”的标准

进行组合分装，分装完毕后，立即将药品送往群众家中。 该县坚持党建

引领，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专项行动，广泛动员党员志愿者、社区网

格员、干部职工等入户走访，通过上门服务的方式将“防疫爱心包”送到

高龄老人家中，筑起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有力防线。

吴梦玲 摄

正月初七，节后上班第一天，恰逢冬日高悬，舒适惬意。

在万年县梓埠镇后张村，人头攒动，新年的喜庆气氛还洋

溢在村里房前屋后。 乡亲们有的围拢在新修成的入村路口开

阔处，畅谈今年的打算，有的拿起手机把家乡的新变化记录下

来，在短视频平台上和好友分享。 如今的后张村，通畅整洁的

水泥路蜿蜒其间，白墙红瓦的特色民居鳞次栉比，与乡间碧水

蓝天相得益彰。昔日的偏远山村，如今正一天天演绎着美丽乡

村的蜕变，获得感和幸福感洋溢在每一个村民的脸上。

说起后张村的变化 ， 离不开一个人 ， 她就是被评为

2022

年“ 江西省乡村振兴优秀驻村干部” 的后张村驻村第

一书记夏桃秀。

解民困 暖民心

2019

年

5

月， 担任万年县中医院财务科副科长的夏桃

秀主动请缨到脱贫攻坚第一线， 从驻村工作队员干起， 后来

又挑大梁担任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 驻后张村

以来， 她和工作队员迅速融入工作环境， 深入田间地头， 与

群众拉家常， 话生产， 倾听民声民意， 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为出发点， 遍访

4

个村小组

94

户脱贫户、 低保

户和五保户， 逐户制定帮扶计划。 她急困难群众所急、 想群

众所想， 化身为“ 暖心书记”、 “ 知心大姐”、 孩子们口中的

“ 医生奶奶”。 当了解到村民滑子菇、 大米的销售困难时， 她

主动跑市场搞推销， 帮助村民和企业成功销售

1326

斤滑子

菇、

6000

余斤贡米， 为村集体直接创收

5

万元。 她激发脱

贫户杨世生内生动力， 帮助他立志从根源上脱贫， 如今杨世

生积极务工赚钱月收入达

3000

余元，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日子也开始过得有滋有味。 她还经常自掏腰包买水果买营养

品、 送米面粮油、 送慰问金等， 把她对村民的关心和问候及

时地送到了每一位需要帮扶的群众心中。

谋发展 善作为

要想富， 先修路。 一直以来， 后张村狭窄坑洼的交通

环境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 也极大制约了后张村

推动乡村振兴成效。 其中麻园村道路是困扰村民多年的难

题， 也是困厄麻园村产业输出的瓶颈。 麻园村小组只有

40

来户村民， 村庄小， 位置较偏僻， 道路破烂不堪， 多年未

得到修缮。 为解决村里修路难题， 夏桃秀多次到县中医院、

乡村振兴局、 交通局等部门反映情况， 努力争取项目和资

金方面的扶持， 争取到了

43

万元项目资金 。

2022

年

5

月

道路拓宽及修整工程全面完成， 极大地改善了后张村的交

通条件， 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更为后张村村民增收致

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疫情 显担当

2022

年

4

月

21

日， 面对全县突发疫情， 夏桃秀带领驻

村工作队员第一时间投入到防疫一线。 白天她组织村“ 两

委” 干部， 以最快速度摸排出全村

687

户

3431

人的基本情

况， 化身为“ 大白” 战士， 身穿防护服， 在一线给群众做核

酸； 晚上， 她化身为指挥员， 和大家一起就如何进行防疫物

资和生活物资的发放、 卡点人员及防疫人员的安排等问题进

行商讨。 疫情期间， 她每天都是工作日， 坚持吃住在村， 经

常是凌晨两三点就起来， 协助村“ 两委” 干部完成全村

30

多轮

10

万余次的核酸采样工作， 为后张村疫情防控工作取

得“ 零感染、 零密接、 零外溢” 成果提供了坚强保障。

守初心 顾大家

夏桃秀的爱人是万年县武装部军人， 工作也是经常早出

晚归， 家中还有个年仅

6

岁的小儿子， 父母也体弱多病， 一

家老小都需要她的陪伴与照看。 但自驻村以来， 她都不知道

牺牲了多少个双休日， 坚持多少个“ 白加黑”， 经常因为工

作而错过家中的很多事情。 面对幼子盼望陪伴的目光和多病

缠身父母的不理解， 她只能深表歉意地对爱人说： “ 我的工

作还没做完， 老公， 你先帮我扛着吧……” 好在爱人很支持

她的工作， 给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让她安心地奋战在驻村工

作第一线上。

行百里者半九十。 夏桃秀深知乡村振兴帮扶工作任重而

道远， 决不能半途而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3

年来她始终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中， “ 人在乡村

心也扎根” 是她工作日志扉页的第一句话， 她用辛勤和汗水

书写了新时代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和担当。

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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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马车”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铅山县稼轩乡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扫描

近年来，铅山县稼轩乡注重党建引领，聚焦“ 做精做

特”，依托村集体、社会力量、致富带头人“ 三套马车”，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薯种植加工、红茶、白茶种植，跑出了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加速度”。

“村集体

+

公司

+

农户”凝聚产业发展“向心力”

稼轩乡岩前村地处边远山区，是“ 十三五”省定贫困

村“ 十四五”县级重点帮扶村，全村

584

户

2497

人，有脱

贫户

54

户

189

人，曾是该乡有名的贫困村，村集体经济

收入几乎为零。 如何让这个经济落后村争先创优，成了稼

轩乡党委和“ 村两委”殚精竭虑冥思苦想的民生大计。

在乡党委政府的争取下， 岩前村加强与省旅游集团

合作，成立了“ 岩前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充分发挥鹅湖书

院、葛仙山景区、河口古街等重点景区优势，结合鹅湖紫

竹林、葛仙山欧家虹桥上、稼轩岩前等秀美乡村打造成为

旅游产品，推出了南昌至铅山河口辛弃疾公园、稼轩岩前

的辛词文化“ 一日游”，南昌至铅山葛仙山、鹅湖书院、虹

桥上、紫竹林、河口古镇的文旅休闲“ 二日游”。

2019

年岩

前村被评为江西省

5A

乡村旅游点，每年来此旅游、研学

的游客络绎不绝， 带动了本地农副产品持续热销， 菜籽

油、笋干、红糖、大米、葛粉等每年助村民纯收入增长

30

万元以上。

同时，岩前村采取“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

公司

+

农户”

的模式， 先后种植茶叶

800

余亩， 本地村民参与茶叶种

植、抚育、茶叶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环节，带动本地

100

余

人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益

20

万元以上。

目前，稼轩乡“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

公司

+

农户”的模

式，凝聚了各村干群乡村振兴发展产业的“ 向心力”，岩前

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38

万元，昔日的“ 空壳村”嬗变成

了全乡的“ 富裕村”。 轸源村、西洋村也依托厂房租赁、山

场租赁、茶叶经济、红薯种植加工销售等，村集体年收入

分别达

30

万元、

43

万元。

“领头雁”壮大产业发展“同心力”

还没过元宵，寒意依旧袭人，铅山县稼轩乡西洋村红

薯加工厂内却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忙碌画面。 工人们搬运、

清洗、粉碎、筛分、除砂、旋流洗涤、真空脱水、气流干燥

……分工合作却有条不紊。

“ 去年

11

月份，我们

300

亩商薯

19

喜迎丰收，亩产

5000

斤以上，平均每亩收入达

2500

元以上。 今年我和祝

文龙都打算种几十亩红薯作为第二产业， 希望带动更多

的群众参与。 ”加工厂负责人、西洋村党支部书记黄建一

脸喜悦地说。

黄建口中的祝文龙是稼轩乡轸源村党支部书记，他

和黄建都是乡里远近闻名的“ 能人”。

2021

年

1

月，黄建、

祝文龙分别当选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两人

上任后，多次调研发现，两个相邻村连片荒田背靠山地，

常年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土质富含磷、钾等微量元素，

具有种植红薯的天然优势。 汇报得到乡党委的支持后，黄

建和祝文龙到广丰区考察学习红薯种植、加工。 没想到两

个村的村民对种红薯顾虑重重， 没人敢去尝试。 去年

5

月，黄建、祝文龙以村集体名义从河南许昌引进了商薯

19

品种， 流转土地

300

亩种红薯， 还争取了红薯加工厂项

目。 从整地栽苗到施肥除草，两个从未干过农活的年轻人

全程亲力亲为，成了村民眼中的“ 红薯书记”。

2022

年

11

月底，红薯丰收了，亩产

4000

余斤，加工

厂生产的“ 山红淀粉”也是供不应求，预计能为两个村村

集体经济增收

50

余万元。

目前， 西洋村

800

多户村民已有

200

多户找到黄建

表达了种植红薯的意愿。

“社会力量”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力”

“ 我们基地的‘ 红美人’柑橘去年产量达

15

万余斤。

其独特的口感深受消费者青睐， 引来各地消费者竞相采

摘。 ”

2

月

1

日，轸源村党支部书记祝文龙向笔者介绍说，

“‘ 轸源农林有限公司’ 郑银田总经理可为我村作了很大

贡献，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还为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6.8

万元。 ”

祝文龙口中的郑银田是浙江乐青人。

2017

年稼轩乡

招商引资，郑银田瞄准了轸源的优质地理资源，租赁了湖

家源自然村

1200

亩山场

30

年， 种植红美人柑橘等水果

300

亩，种植白茶、红茶

900

余亩。轸源村当地村民全程参

与水果、茶叶的种植、抚育（ 锄草、施肥、修剪等） 、采摘，珍

源农林有限公司常年吸纳村民就业

100

余人，春季采茶

2

个月时间里，每天固定

500

余人采茶叶。 红美人采摘季，

每天固定

200

人采摘， 村民年收入在

5000

元至

3

万元

间。 每年，公司为轸源村民发放务工工资

200

余万元。

轸源村村民江文英原本在福建采茶打工，近年来，轸

源农林有限公司在村里就需要大量用工， 江文英闻讯回

到家乡，平常从事锄草、打药、施肥等果木管理，采茶旺季

就采茶、做茶。 去年，江文英在珍源农林有限公司务工工

资收入达

3

万余元。

如今，走进轸源村，处处文明和谐，家家干净整洁，有

劳动能力的村民都积极投入到“ 勤劳致富”中去。“ 内生动

力”在轸源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昔日的“ 落后村”也

一跃成为全乡的“ 先进村”。

（ 陈万民）

本报讯“ 社区及时为我们排忧解难，遇到困难

找不到人搭把手的心不再悬着喽，谢谢你们……”信

州区西市街道解放路社区的高菊英老人拉着正在社

区开展公益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说道。连日来，该区社

工总站的社会工作者走进村居、社区，上门为行动不

便的群众讲解网络诈骗案例，播放警示教育视频，发

放防诈骗宣传资料，提醒群众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

盲目相信陌生电话、信息，防止陷入上当被骗的尴尬

境地。

“ 社会工作者一般通过上门走访、电话随访等方

法，时时关注着村居、社区里的老人、行动不便的群

众以及留守儿童， 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上门为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跑

腿、代办等服务。”提及社工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信州

区社工总站站长钱慧介绍， 全区

4

个工作站

145

名

持证社工针对辖区内老、幼、孤、病、残、孕群众多的

实际，采取总站线上协调、志愿者协助、镇街跟进、村

居入户等方式，帮助群众做些扛米买菜、联系紧急就

医、代缴水电燃气费等事情，力所能及地解决群众生

活困难，赢得广大群众的纷纷点赞与好评。

如何统筹各方力量，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破

解为民办事的“ 最后一公里”难点痛点堵点问题，信

州区集聚党政民学商各方人才力量， 大力实施信州

学者、青年才俊、教师、医生、文化艺术、产业技术、专

业技能、社会工作、乡村振兴等人才培养工程，培养

本地本土人才，授予特、高、中、初级职称，并给予经

济、 政治及生活方面优待。 对被评为高级以上人才

的，优先推荐为各级“ 两代表一委员”、劳动模范、“ 三

八红旗手”等对象。信州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潘华

喜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信州区不定期评选一批工

艺能手、乡村名医等基层实用人才，对评选上的人员

授予牌匾、证书，给予每人一定数额的经济奖励，用

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辅相成方式， 激发信州区人

才争相竞技、迸发活力，激活人才兴区的一池春水，

用各方人才做实做细做好社会治理工作， 引领社会

经济建设不断迈向新台阶。

“ 统筹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带动社会各

界的人才都能有所为，有所作为。 ”信州区人才服务

中心主任雷文锋介绍，近年来，信州区坚持党管人才

的原则，施行“ 党建引领、人才建设、为民服务、城乡

统筹、规范发展”策略，制定《 关于创新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实现人才强区的若干意见》 ，切实加强对人才工

作的领导，不断完善人才工作职责体系，配套出台相

关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的政策措施，统筹推进

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一线人才保障水平，解

决人才引、育、留、用的后顾之忧，为推动平安信州建

设汇聚了各种人才资源。 （ 李善明 谢利平）

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

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

建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志敏等所领导创建的赣东北革

命根据地被毛主席称赞为“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被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 苏维埃模范省”称号，并成为

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方志敏等苏区领导人以

“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的为民理念。

方志敏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马克思曾说：“ 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

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源自

于马克思主义。

1848

年《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其中指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

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这就决定了共产党是为绝

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民政党。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

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中国

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

一起。 方志敏是江西最早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

子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方志敏。 源自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志敏从小天资聪颖、读书用功，小的

时候就学习了《 论语》 、《 四书》 、《 五经》等。 这些传统书籍蕴含

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天之生

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 源自于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

1927

年，方志敏从吉安秘密潜回家乡弋阳，投入到轰轰

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 其中，他的民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了毛泽东、孙中山的影响。 方志敏曾说：“ 孙总理手定的工

农政策乃是代表工农利益，领导农工去革命的政策。 ”同时，

毛主席高度称赞方志敏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称赞他为苏区百

姓所做的各项工作。

方志敏民本思想的时代呼唤

一是改善农民生存环境。 方志敏出生于偏远的农村———弋

阳县漆工镇湖塘村。

1899

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运动

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各种苛捐杂税和霸凌欺压，

使得农民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方志敏在《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

述》一文中描述了贪官污吏对工农群众的压榨；光怪陆离的选

举把戏；苛捐杂税的重征；重租重利的盘剥；帝国主义深入农村

的侵略；工农群众的痛苦是日益加深。 二是积极开展农民运动。

方志敏在《 反右运动与吾人》一文中写道“ 故中国之革命实质上

是农民革命

,

因农民苟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之完成。 ”一方面

开展农运要开民智，开民智的关键在于办好平民教育。 方志敏

就发动农民筹办了旭光义务小学，开办平民夜校，建立农民协

会的筹备机构。 另一方面开展农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

耕者有其田。三是建设革命根据地。

1926

年，方志敏作为江西农

运代表，参加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贯彻反帝反封建、

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苏区的建设需要广大群众的参与，将革命

根据地的建设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

1934

年

1

月，在“ 二苏大”

会议上，赣东北和兴国的同志们被毛主席一块称赞为模范工作

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

来了。 也就是说方志敏一边在建设革命根据地，一边还要改善

群众生活，两者是有机结合起来的。

方志敏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早期方志敏领导农运时，土改主要打击地主富农，以达到

减租减息的目的———“ 今后我们要强制地主减租减息，荒年免

租；要废除押租、预租这些额外剥削；不经农民协会同意，不许

地主擅自收回佃农土地……”。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弋横

暴动，方志敏把“ 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写进行动大

纲。“ 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

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 ”土地分配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1929

年

10

月，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制定了《 临时土地分配法》 。

方志敏对于土地分配方法有着自己的见解， 他没有完全按照

中共六大的指示进行土改，而是结合苏区的实际情况，先后制

定了《 土地临时使用条例》 、《 补充土地法》等文件。

1931

年方

志敏主持召开苏维埃财经会议，提出“ 大办苏维埃工业”的方

针。发展商业，促进商品流通，设立赣东北特区对外贸易处、船

舶检查所。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如贮粮合作社。发展金融业，

创办苏维埃银行。

1929

年

10

月，信江苏维埃政府做出“ 组织

农民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抵押贷款”的决定，开始着

手创立银行。 方志敏创造性地发行了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

票，称为“ 红色股票”。 在教育文化方面，为了普及群众教育，

1929

年

10

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教育委员会。 建立识字

班，发动识字运动，开办工农补习夜校。

1934

年

1

月，列宁小

学增加到二百八十所，学生九千多人，还建有一所列宁师范学

校专门用来培养小学教员。 在医疗卫生方面，

1933

年

4

月，方

志敏为健全乡苏维埃工作而起草的《 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一

文中， 提到中心工作中的第八条时也涉及了各乡苏维埃的卫

生防疫工作，要求各乡苏维埃“ 要发动群众注意清洁、灭蚊、灭

蝇、杀鼠，减少疾病，防止鼠疫，健全群众斗争的体格。 ”

方志敏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1933

年，毛泽东在《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称赞：“ 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 他们同样是模范工

作者……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 他们是仔细地在那

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

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

织者和领导者。”方志敏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困难，受到毛

泽东的高度称赞，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方面，方志

敏等关于“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促进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

道路理论的形成。 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

出：“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

权的， 深入土地革命的， 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

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

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

疑义地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方志敏将根据地的建设与群众

生活改善紧密结合起来，来自群众，为了群众，造福群众。实践

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的党和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作者供职于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

本报讯 吴雅婷 记者陈建报道：

“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今后，

我村将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全域旅

游， 努力跑出乡村振兴的‘ 加速

度’。”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余旺富谈及该村

下一步发展信心满满。

据悉，近年来，理坑村以发挥党

支部功能为核心， 以壮大写生产业

为依托， 努力把产业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发展优势， 不断推动村集体

增收、农民致富。筹资

1000

余万元，

组织开展古村落防雷和消防设施建

设，实施沿河两边三线下地、统一商

铺门头店招和石板路修复等工程。

强力推动休闲旅游农副产品销售一

条街项目， 实现当年建设、 当年竣

工、当年收益。民宿、农家乐、特产店

等店铺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生根，达

50

余家。 当地自然优美、古貌完好、

民风淳朴， 吸引了一大批写生学生

前来写生创作， 写生学生日最高达

2000

人次。 截止到

2022

年底，村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

73.18

万

元，比上年度增加近

20

万元。

“ 以前我们常说 ，‘ 支部强不

强， 关键看头羊’， 但一人强不是

强，再强也只是一头羊，关键还是

要建强党组织。 ”担任村“ 两委”干

部多年，余旺富对增强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有着切深体会和

独特想法。 在他的倡议下，该村党

支部狠抓党的组织建设，严格落实

“ 三会一课”，推进“ 四议两公开”等

民主管理制度常态化长效化，坚持

党员示范带动，大力将年轻党员培

养成致富带头人，吸引培养致富能

手向党组织靠拢，有效激活“ 红色

细胞”， 催生乡村振兴动能。

2022

年新设立

5

个党小组，增选

5

名年

富力强的青年党员担任党小组长。

截至目前， 村党支部有正式党员

40

名，景区环境卫生管理、古建古

桥保护、网格化服务岗位处处都有

党员的身影，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进一步夯实，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

“ 最后一公里”。 通村公路拓宽、农

田灌溉水渠、机耕道建设、蓄水池

和引水管道等村民急难愁盼的民

生项目也随之一一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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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坑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路

方 志 敏 民 本 思 想

饶勤武 汪雪平

一线风采

人在乡村心也扎根

———记梓埠镇后张村驻村第一书记夏桃秀

本报记者 贺巍

办实事

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