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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 第一书记第一书记 风采

个人档案：颜丽芳，人称“下西坑村女儿书
记”。2021年7月，作为漳州市第六批驻村干部
中唯一的女同志，颜丽芳放下刚上小学的孩子，
远赴150千米之外的东山县前楼镇下西坑村开
展驻村帮扶工作。驻村期间，她以“小板凳工作
法”等举措，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带领下西坑村
从软弱涣散村走上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新道
路，相继荣获“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产业振兴
示范村”等6项省级荣誉。

一套“组合拳”

增强支部向心力

前楼镇下西坑村依山傍海，是东山县里以
养殖捕捞业为主的小渔村。初到下西坑村，面
对村干部懒散疲乏、党群关系淡漠的现状，颜丽
芳决定下好“第一步棋”——选好人。

“一个好班子，才能带活一个村，要让年轻
人走上舞台，才能给村里带来新活力。”对于基
层工作，颜丽芳有自己一套独到的见解和工作
经验。2021年村级组织换届时，她发挥自己选
调生期间任过乡镇组委的工作经验，深入“排兵
布阵”，选定致富能人担任“一肩挑”，物色动员
一名 85后的大学生党员和一名 90后年轻人返
乡入职村“两委”班子，让“两委”平均年龄从
50.8岁下降到了38.4岁。

“扶上马还得送一程，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
渔。”颜丽芳通过邀请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当导
师、外出参观取经、内部讨论交流等举措，帮助
新任的“两委”快速转变角色，曾经软弱涣散的
村干队伍焕发出了激情与活力。同时制定“周
一学习+工作例会、村干部工作规范、项目建设
管理办法、党务村务公开”等 5项制度，以制度
管人管事，让治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之前，我们村以传统水产养殖业为主，产
业链条附加值不高，受季节等因素影响大……”
说起下西坑村的情况，颜丽芳烂熟于心。

到村第一时间，她沉下心走访村里的党员、
村民、宗亲、长者代表，提出以党建引领产业抱团
发展理念，谋划建立养殖、旅游、民宿三个产业联
盟，选取村干部、党员担任联盟长，定期开展从业
交流等活动，推动建设陆上党建服务乡村振兴中
心、海上党群议事厅，不断引导村干部转变发展
思维，为村庄制定了短、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
党支部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明显提升。

一把“小板凳”

搭起党群连心桥

开展驻村工作前，颜丽芳暗暗给自己立下
准则——“他乡作故乡，村民当亲人”。她常常
以此告诫自己，来了就好好干，不真心实意“助
村”，不仅影响干群关系，更会影响乡村振兴的
实际效果。

“只有把自己彻底当成村里的姑娘，才能真
正融入一方水土，走进百姓心间。”颜丽芳以这
份高度的自觉肩负起责任，将“驻村”变为“住
村”，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多走乡间路访
民情，多想致富路促发展，真正为乡村振兴添动
力、增活力。

乡村要振兴，干群要同心。经过一番思量，
颜丽芳同村干部商议把传统的村部开会改到群
众中去，深入推行“小板凳工作法”，带领镇村干
部到4个自然村的祠堂前、戏台上、榕树边等群
众熟悉的场所开展“露天畅聊”，拉家常、话发
展、听建议、收批评，合理的全盘吸收，不合理的

当场疏导。
这一模式快速地打开了积压在群众心里多

年的心结，村里的事情村民集体议，干部群众打
开天窗说亮话，存在的问题逐个破解，也让颜丽
芳最直接地了解到群众所思所想，准确地把握
了村庄发展的“命脉”。

在充分听取村情民意后，进村道路改造、整
村环境整治、三线下地、敬先堂等一批为民办实
事项目加速推进，党群干群心理距离逐渐消融，
紧紧地拧成了一股绳。

一本“生态账”

探索赋能新模式

解决了“思想”问题，颜丽芳又马不停蹄地
开始了村庄“变形计”。

“过去，衔接村码头与城镇中心的只有水泥
村道。”颜丽芳先从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入手，积
极向上对接，仅用 10个月便争取到市县 8个部
门政策倾斜和 1200万元资金支持。不久后，进
村的道路通了，道路两旁的灯亮了，随处可见的

“蜘蛛网”下地了，坑坑洼洼的巷道铺平了，党员
群众拥护村党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心也
更足了。

陆上人居环境变好，海上养殖生态效益却
不尽人意。面对新难题，颜丽芳和镇村干部同
心协力，率先在全市打响海洋保卫战，仅用5个
月时间全面完成万亩海域养殖设施“白改蓝”，
成为漳州市首个生态养殖村。

2022年，在东山发生本土疫情和中央环保
督察要求清理三分之一养殖面积的双重压力
下，下西坑村变逆境为机遇，创造全村龙须菜养
殖单季突破 8000万元产值的新纪录，养殖户平
均增收约50万元。

如何扩大海水养殖的叠加效益？颜丽芳再
次思变求新，与东山县检察院、闽南师范大学科
研团队合作，依托科研团队科学测算下西坑海
洋牧场碳汇价值约 120万元/年，从而建立东山
县下西坑蓝碳经济服务中心，通过县检察院引
导生态案件当事人向下西坑村海洋牧场自愿购
买碳汇进行替代性修复，探索蓝碳司法助力乡
村振兴、海水养殖赋能村财创收新路径。

一张“路线图”

绘就振兴新画卷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必须始终把‘渔’摆在
首位，但也要发挥资源优势，错峰发展旅游业。”
瞄准东山旅游广阔前景，立足本村海上餐厅特
色，颜丽芳认真谋划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增收
新思路，提出了变渔业单项发展为“渔旅融合”
双项并进发展模式，撬动市、县文旅集团到村投
建全省最先进的海上渔旅综合体、海上“动车
站”等多个旅游项目。

同时申报省级产业振兴示范村，获得 200
万元产业发展资金，谋划建设产业通道、货运专
用停车场；争取总投资3.5亿元的国家级一级渔
港项目落地，不断扩大渔港经济带动效应，2024
年初可开工建设……

下西坑村的产业发展悄悄“变身”，可实现
养殖淡季顺接旅游旺季，家家户户在家门口创
收增收，力争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200万元。

“发挥自己所长，当好村民致富‘带头人’，
是我来这里的初衷。”也正是这份“初心”，颜丽
芳带领的下西坑村成为闪耀在水乡渔村的一抹
亮丽风景。

个人档案：洪天星，2021年7月从龙岩学院派驻连城
县罗坊乡下罗村任第一书记。驻村后，他主动扛起责任，
用真心真情强党建、补短板、拓产业、美乡村。在他的推
动下，下罗村先后获评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龙岩市级
平安村、县级信用村。

“自从洪书记驻村后，村里很多老大难问题，到了他
手上基本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连城县罗坊乡下罗村，
说起省派驻下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洪天星，乡长林意赞
不绝口。

下罗村是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走古事”民俗活动的举办地，人文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但受区域条件和产业结构限制，集体经济
相对薄弱，党建工作居于中游，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

2021年7月，洪天星到该村驻村任职后，因地制宜制
定“党建+”发展规划，通过抓党建促发展、抓党建兴产
业、抓党建创和谐、抓党建聚人气，带领当地广大干部群
众推动下罗村健康快速发展。

做实党建引领做实党建引领““大文章大文章””

洪天星是闲不住的人。驻村以后，他日夜奔走在村
里各个角落，走村串户、田间走访、山头调研……在 2个
月的时间里，他将村里的党员、脱贫户、残疾人等摸了个
底，把村内沟渠、道路和主要山头等走了个遍。

深入开展调研后，洪天星因地制宜制定“党建+”发
展规划，实施“产业富民”“基建提升”“网格治理”“文明铸
魂”“生态管护”等五大党建工程，通过党员量化积分、设
岗定责、组建红土先锋党员工作室等方式，将党员作用发
挥到促发展、兴产业、创和谐、聚人气、助生态各方面。

洪天星还带领村党总支部深入挖掘罗坊“古事文化”
内涵，因地制宜做实做细党建宣传，筹划“古事文化”展
厅，搭建党建文化墙、乡村振兴文化长廊、“红土初心”古
事讲堂、农民公园（博士园）等平台，并将其打造为集党建
活动、为民服务、教育培训、协商议事、文化宣传等功能于
一体的组织阵地。同时，他还规范完善了周例会、村干部
坐班、党员轮值等党（村）务管理制度，有效提升了村级班
子战斗力。

“洪书记来了之后，明显感觉到大家的活力和积极性
都调动了起来，看到大家都在为村里出力，我也想做些事
情，努力向他们靠拢。”正在参加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的村民罗爱英说道。

用心用情服务用心用情服务““大民生大民生””

“家里有多少人？”“对村里发展有什么建议？”“家里
有什么需要村里帮助解决的吗？”……每到一户，洪天星
都热心地和村民们话家常、聊发展，细致了解群众生产生
活情况和存在问题，将村里的大事小情抓在手上、放在

心里。
履职以来，洪天星筹集资金近 15

万元，用于老人节慰问、文化活动、民
俗活动等方面开支，进一步拉近了和
群众的距离。

村内的道路要如何改造提升？村
内“节点”应怎样提亮？村里的水沟水
渠该如何整修？……笔记本里的这一
笔笔“账”，愁坏了“爱操心”的洪天星。

受限于村集体经济的困窘，下罗
村内的道路坑洼不平、年久失修，部分
水沟水渠烂泥淤积。经多方调研，洪
天星与村“两委”合计，提出了着力打
造“一河一桥一古事、两路两廊三提
升”的工作思路，并马不停蹄地付诸
实施。

“村口这总投资近 100 万元的廊
亭，也是洪书记来后筹资兴建的，他还带领我们修路、建
亭、种树、栽草，真是一个能干事、会做事的好书记！”下罗
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罗伟峰有感而言。

驻村期间，洪天星统筹谋划了下罗村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工程等 12项重点项目，用活各类配套资金 700
余万元，完成云龙桥、辛桥、巷道水系等提升改造，顺利推
进休闲步道、风雨廊桥、古事文化长廊、集镇内微景观节
点打造及美丽庭院示范户建设在内的集镇综合环境改造
提升项目（一、二期）等，打通断头路 3处，使得 1200余名
群众生产出行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现如今，村里沟渠水圳得到疏通，铺就了 2000余米
大理石板和鹅卵石相间的村道，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
们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谋划强村富民谋划强村富民““大产业大产业””

下罗村地处富硒土壤带，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但村民
们守着良田却没能实现强村富民，这一问题让洪天星感
到挠头棘手。

为此，洪天星深入实施“党建富民强村工程”，结合连
城的产业特色，与省农科院深度合作，由党总支部领办，
组建折股量化合作社，吸引75名群众共同创业，流转、整
合了100余亩土地，建设富硒农产品种植基地，种植鲜食
地瓜、水果玉米、水稻等富硒农作物，发展集生产、销售、
观赏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有效破解村级经济“造血”能力
弱难题。

2022年以来，基地亩产鲜食地瓜 2000多千克，亩产
水果玉米约 1000千克，增加村财近 10万元，富硒水稻迎
来收获。值得一提的是，基地建设事迹还被海峡卫视与
龙岩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的《闽西新貌》电视栏目专期刊
登介绍。

“一开始，部分村民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节点改
造，为啥要流转土地做产业。”洪天星坦言，在谋划产业项
目的时候，常常村民围上议论表示不解，自己心理压力
不小。

于是，他从党员入手突破，通过交朋友、解“心疙瘩”，
坐到家中、走到田埂，仔细聆听，与他们反复商议，开诚布
公地分析利弊，积极调动资源，不断调整解决方案。经过
多次上门，村民们肯定了他办实事、解难题的诚意和能
力，纷纷主动将名下田地流转给村里发展产业。

“洪书记说村里办了合作社发展产业，我们也积极参
与，一起‘抱团发展’，一定会把我们下罗建设得更美丽！”
党员罗梅清笑着说。

“努力让村里有变化，尽力让乡贤有感觉”“将路做
平，把事办好”……打开洪天星的朋友圈，发布的几乎是
关于村里人、村里事和对工作的思考，虽是复垦、除草、种
菜、施工之类“芝麻小事”，但有感而发，尤为真切。

“群众之事无小事，驻村帮扶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这是责任，更是使命！”洪天星感慨地说道。

当好村民致富“带头人”
——记东山县前楼镇下西坑村第一书记颜丽芳

“驻村帮扶是责任，更是使命”
——记连城县罗坊乡下罗村第一书记洪天星

洪天星（左）深入田间了解农作物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