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档案：赖晓伟，2021年7月由福建炼
油化工有限公司选拔，省委组织部选派驻泉州
市洛江区马甲镇蔡内村第一书记。近年来，蔡
内村及党支部先后被评为泉州市乡村振兴试
点村、泉州市文明村、洛江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洛江区“五好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党建+邻里中心’建成了，大棚蔬菜基地丰
收了，雨污分流项目实施了，路通了、村变美了，村
集体经济倍增了……”谈及家乡的变化，蔡内村的
村民个个面露喜色，对家乡的发展充满期待。

“村里的这些变化，多亏了赖书记。”村民
们纷纷说道。

2021年 7月，赖晓伟由省委组织部选派驻
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蔡内村第一书记。上任
后，他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积极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大力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盘活土地
和林木资源，规划特色产业和实施各类项目，
传承和弘扬蔡内村各项文化底蕴，形成以“农
文旅”为主线，以“古道研学”带动产业效益凸
显的发展模式，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治理合力凝聚治理合力

荔枝采摘和品尝、五百多年的古榕树、清
道光御赐而立的“贞孝”牌坊……近日，华侨大
学调研实践团来到蔡内村实践考察，“古道文
化＋研学”的模式让团员收获满满的同时，也
吸引着直播间网友的关注。

蔡内村是泉州洛江区马甲镇偏北方的一
个行政村，近年来多维施策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以党建文化为引领，依托本地独特地理和
文化资源，探索乡村文化和经济发展新方向。

“村里建起的‘党建＋邻里中心’，是党建
引领发展的成果体现。”赖晓伟介绍，中心通过
挖掘村内红色文化资源，发扬家族精神及孝道
传统，实现资源整合、功能融合、力量协同，形
成互助互利的便民服务圈。除了长者食堂外，
蔡内村老人活动中心、便民停车场、篮球场、健
身步道、口袋公园等设施相继建设投用，真正
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食有所
安、居有所乐、事有所办，优质高效的“15分钟
服务圈”，极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以前，村民自愿投入乡村建设是很难看
到的。”赖晓伟刚上任时，发现大多数村民存在
等靠要思想，村委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亟待
增强。于是，他着力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不
断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制度，强化党员教育管理监
督，加强村党组织对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
全面领导，形成治理合力。

“村里的项目推进得如此顺利，还离不开
乡贤的支持。”2021年，在赖晓伟的推动下，村
里成立了红色乡贤参事会，累计发动参事会成
员 52人筹资超 3000万元，推动了村主干道“白
改黑”、安全饮水、水库整治、第二中心小学教
学楼等民生工程建设，通过定期召开乡贤座谈
会，引导广大乡贤在基层治理中主动作为，为
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发展发展特色产业特色产业

实现实现村财倍增村财倍增

在蔡内村，一条千年古道蜿蜒穿过村庄，

它就是泉榕古道。

“泉榕古道”即泉州通往福州的古道，至今

尚存有千年古桥、古代贞义坊，更与多位泉州

文人贤士颇有渊源，是泉州海丝文化的见证。

而今，借着乡村振兴的春风，赖晓伟与村“两

委”盘活古道、古树、古桥、古牌坊、古宫庙、古

驿站遗址，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生姿，美丽乡村

建设风生水起。

产业兴则村民富。深知产业发展重要性

的赖晓伟，第一时间了解村情村貌，最终把目

光放到了发展特色产业之路上，并将文化内涵

发掘作为与村庄经济发展并进的重头戏。

依托山水环境、乡村文化等村庄特色，以

强村富民为目标，赖晓伟因地制宜、用心规划，

推动“农文旅”一二三产业融合，积极探索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带头大力发展电商、

鞋材加工、荔枝及中草药种植等产业，推动实

施“蔡内有菜”农业基地项目，发展特色蔬菜种

植，规划建设60余亩采摘公园、大棚生态系统，

配合村庄文旅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同时，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乡村振兴展示

馆、“泉榕古道”文化公园景观，构建起“农文

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2022年，在泉榕古道文化公园一期、二期

基础上，赖晓伟推动建设古道名人雕像及配套

设施，打造泉榕古道文化体验园，多次组织文

艺工作者来村庄现场采风，让艺术家和游客一

起追寻蔡内村古驿道的前世今生。

现如今，蔡内村的电商、鞋材加工、荔枝龙

眼种植等产业初具规模，智慧农业带动着乡村

旅游，被省财政厅列入支持打造的产业振兴示

范村。村庄的农业集约化、产业化发展，增加

了土地单位效益，蔡内村将实现50万元以上村

集体经济收入，稳步推进“百万村财”计划。

打造民心工程打造民心工程

夯实发展根基夯实发展根基

“以前村里只有一条主干道是水泥路，其

他都是泥土路。晴天出行一身土，雨天出行一

身泥。”村民们讲述着曾经记忆里交通不便的

村落窘境。

随着赖晓伟统筹推进“五化”提升工程，村

庄面貌焕然一新：5.3千米村主干道“白改黑”，

各村道阡陌交错；村主干道建设便民停车场，

可容纳50部车辆停放，篮球场、健身步道、口袋

公园等设施相继投用；推进“厕所革命”和污

水、垃圾处理，新建公厕1座、污水处理站2座，

生产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实施裸房整治35
栋，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较大提升村

庄整体环境。

驻村以来，赖晓伟通过福建炼油化工有限

公司捐赠的资金带动政府资金扶持，推动蔡内

村实施 14 个乡村振兴项目，总投资 1123.3 万

元，涉及党建引领、产业振兴、人居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等一批推动村庄发展的特色项目生

根落地，以项目为载体，以点串线、以线带面，

形成“产·文·旅”休闲旅游文化产业的村庄

格局。

同时，串联周边古桥、古榕、古牌坊、古宫

庙、古驿站等特色文化景观，打造“业兴、村新、

景美、人和”的美丽宜居村庄，初步形成“旅游+
研学+产业农业”独特的乡村振兴资源，打造蔡

内村独有的乡村振兴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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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 第一书记第一书记 风采

扑下身子干的“全能”书记
——记周宁县玛坑乡首章村第一书记朱俊平

融合“农文旅”振兴正当时
——记洛江区马甲镇蔡内村第一书记赖晓伟

个人档案：朱俊平，福建能化集团派驻周宁县玛坑乡
首章村第一书记。2022年8月，朱俊平主导的玛坑乡茶产
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社项目，获得2021年度周宁县下派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十佳服务项目称号；今年7月，朱
俊平荣获宁德市2023年第二季度宁德好人榜敬业奉献好
人。驻村期间，首章村先后获得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
出村”、福建省乡村治理示范村、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
省级荣誉6项、市县乡级荣誉10余项。

徜徉在周宁县玛坑乡首章村，千亩茶园里散发着诱人
的生态茶香，呈现出夏日繁茂的景象。走进村内，波光粼
粼的景观鱼池旁，整洁雅致的房屋环池而立，造型独特的
文化墙喜迎八方客……移步见景，首章村处处展现着乡村
建设的新成果。

“2021年7月驻村以来，共发布免费顺风车程560余趟
次，代收快递超 2300余件；为村民调试维修音频设备、电
视、手机等180余台次；慰问困难群众以及留守学生等200
余人次……”翻开首章村第一书记朱俊平的工作日记，一
串串不断更新叠加的数字背后，密密麻麻记录了首章村民
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朱俊平的奋斗青春。

从一名农村生活工作经历为零的“小白”，逐渐成长为
村民交口称赞的“好书记”，这些都与他扑下身子为民办事
分不开。

产业升级的产业升级的““领航员领航员””

一垄垄青绿从山脚盘旋而上，背着茶篓的茶农们在茶
园间穿梭忙碌。首章村家家户户以种茶为生，茶产业是首
章村的命脉，一头连着村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村庄的
发展。

“在茶叶生产旺季，茶园、茶厂每天需雇 50多名村民
帮助采摘、拣茶梗、包装等，工资每天100～150元，大伙总
是‘抢’着干，茶叶已成为首章村的‘绿色名片’。”村党支部
书记陈桂清乐呵呵地说道。

茶叶是首章村第一支柱产业，如何做强做大茶产业？
朱俊平认为得从“精”字上下功夫。驻村以来，他与陈桂清
共同牵头，新建茶叶精制加工厂并获得SC认证，通过引进
台湾建筑师团队设计产品包装、注册“首章”商标、实行有
机生态管理和产品“一品一码”可追溯管理等措施，努力打
造优质而高雅的首章茶叶产品。

2022年，首章村先后对村口法制公园木质建筑、乡村
旅游接待站屋顶等进行翻新修缮，并依托邻近方广寺和千
亩现代观光茶园的有利条件，深挖茶文化内涵，大力推广
禅茶产品，逐步优化食宿服务，基本形成集“种、养、创、
游”，即高优茶业开发、特色种养、创办农家乐和民宿、自驾
游为一体的观光休闲生态旅游富民产业，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在朱俊平的驻村帮扶下，首章村投资 180余万元，新
建集智慧乡村、智慧茶园、直播间及农副产品展示厅等为
一体的茶产业交易中心，实现从生产到包装再到销售全链
条发展，茶叶经济效益也进一步提升。2022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突破 5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 2.1万元，开启了
首章村乡村振兴加速模式。

村民心中的村民心中的““守护员守护员””

每到周五傍晚，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烟雾蒙蒙，朱俊平
总会驱车准时来到周宁县玛坑中心小学校门口，静候小学
孩子放学，接送孩子成为他每周雷打不动的行程。

首章村地处偏远，距玛坑乡13千米，目前尚未开通公
交车，孩子们到乡里读书基本靠步行，全程徒步走大路需
要近3小时，抄近道走山路也至少需要1小时，碰到刮风下
雨天气，泥泞的山路根本无法行走，求学道路异常艰辛。

在了解村里7名孩子上学存在交通不便的困难，并在
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后，朱俊平主动用自己的私家车承
担起了义务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重任。

“孩子们平时都住在学校，平均一周需接送3次，周五
下午接小学学生放学，周六下午接初中学生放学，周天下
午再一同送至学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朱俊平共接送
孩子100余趟次，辅导功课及家访40趟次，集中授课3次，
组织孩子参与志愿服务活动5次，慰问助学2次，赠送辅导
书籍 6 册、订制英语同步网络学习课程 1 套及学习用品
若干。

“8点从首章村出发到玛坑乡，有 2个空位，车找人。”
这是朱俊平随手在村微信群里发布的顺风车信息。

首章村多为山坡地，村民到乡里大多需要包车，一趟
花费 50元左右，出行成本高，导致在家村民“望而却步”。
朱俊平了解该情况后，主动开上自家汽车一起“驻村”，不
管是外出还是返回村里，如果有座位，他都会提前在村微
信群里发布顺风车消息，免费接送村民及代取快递回村，
切实帮助村民减轻出行支出。

他还经常利用所学知识帮村民维修电子产品，做村民
的“急救员”……“村民无小事，再小的事，我都会尽力想办
法解决！”朱俊平说道。

精神生活的精神生活的““保障员保障员””

乡村振兴需要“内”“外”兼修，既要塑生态之“形”，也
要铸文化之“魂”。

为进一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在朱俊平和村“两委”的
带领下，首章村开通“红色影院”，为村民们提供“红色”学
习平台，深入学习党史知识，接受家门口的“红色”精神洗
礼；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开展守初心、担使命以及抛荒撂
荒地整治等活动，参与专题座谈会，切身加入村子的发展
和建设；针对村留守学生，开展“第一书记为村里孩子上好

‘寒假第一课’”“心怀文明教育，情系孩子成长”“驻村第一
书记进校园谈励志”等活动，进一步引导学生惜时明理、奋
发图强。

同时，首章村委会还同周宁县相关部门，对非遗文化
“首章杖头木偶戏”进行挖掘与整理，并给予经费支持，使
得首章村杖头木偶剧团重新组团，继续为群众展现周宁非
遗的魅力，不断拉近群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

首章故事的首章故事的““宣传员宣传员””

“首章这么好的村，不能耽误了，不能埋没了。”这是朱
俊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为进一步带“火”首章村，原本不会玩抖音、做视频的
朱俊平，从基础视频录制开始学起，并将抖音昵称改成了

“小朱带你认识首章村”，不断研究推广。截至目前，借助
个人微信群、朋友圈、抖音等平台，已发布 240多个短视
频，其中多个短视频被主流媒体推送，把首章故事传播得
更深更远。

白天，他在村里奔波劳作，夜晚，他在家中伏案写作。
驻村的22个多月里，他先后在学习强国、福建农村经营管
理、中国福建三农网、福建驻友等平台发表文章39篇。《利
益联结共同富裕——省级乡村振兴优秀案例》被省乡村振
兴促进会、基金会评为福建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在各界
媒体的助力下，慕名而来的客商络绎不绝，今年头春茶叶
产品已销售一空，村集体茶叶专业合作社毛收入突破 100
万元。

“发挥优势，尽己所能！”这是朱俊平刚来驻村时的宣
言，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驻村不到两年里，朱俊
平办公室的灯几乎每天都熬过路灯熄灭时，电脑中存储的
驻村文件材料达38G之多。

朱俊平的忘我付出，首章村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驻村一年之际，村民郑松安送上“热心爱民好领导，情
真意切似家人”锦旗，以表达对朱俊平为村里所做一切的
感激之情。

“心系首章痴情不改，情牵群众无怨无悔。”在朱俊平
看来，未来还将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用真心、真情、实
干的工作激情，绘就首章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