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专注于青少年领域社
会服务的沈君志，回到清流县从事
社工工作，现任清流县童行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曾获得三
明市“青年文明号优秀号长”、清流
县“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社会工
作督导”等荣誉称号。

毅然返乡 传递温暖

大学期间，从事 3年校园志愿
服务的沈君志，心中埋下了投身志
愿服务的种子。

2014年大学毕业后，沈君志前
往浙江省从事拓展培训行业，并获
得体验式拓展培训师资格。

2016年，他偶然点进一篇社工
工作推文，其中社工关怀的举动、
青少年温暖的笑容深深触动了他，
萌生了从事社工的想法，他先来到
福建厦门，开始他的社工生涯。

为快速掌握社工技能，沈君志
白天通过实践操作、咨询同事积累
经验，晚上通过书籍、知网、各大机
构的推文学习知识。

短短时间内，他便完成社工
“小白”到专业社工的蜕变，先后执
行了儿童抗逆力提升、流动儿童社
区融入、家庭增能、三社联动等项
目，独立编写了《“四点钟课堂”管
理员操作手册》《手绘社区资源图
操作手册》等。

在一次返乡儿童关爱夏令营
活动中，沈君志发现厦门城中村里
一群孩子因入学积分不足、家长工
作变动等原因，无法继续升学，不
得不回到老家完成学业，面对遥远
而陌生的家乡，孩子们的内心惶恐
不安。曾经是流动儿童的沈君志，
深深理解这种心情，他想到了家乡
也有很多这样的孩子需要社工
服务。

于是，他毅然辞职，返乡接手
了清流县童行青少年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坚守初心 发光发热

“我将自己比作是播种者，所
做的是在孩子们的心田种下一颗
向‘上’、向‘善’的种子，相信将来
的某一天，这颗种子会发芽结果。”
刚回到家乡的沈君志，致力打造一
家集未成年人的保护、发展、参与
为一体的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

为切实增强青少年对校园欺
凌行为、防毒禁毒等的正确认识，
他主导拍摄了防欺凌主题情景剧
《检爱童行》、微电影《晨曦》及同名
主题曲MV，开展了“撕掉欺凌者的
名牌”等寓教于乐的活动，实施了
共青团中央“雏鹰计划”禁毒宣传
教育、中国计生协会“沟通之道”青
春健康培训、共青团福建省委“阳
光校园”校园欺凌防治等20余个社
会服务项目，为县域内13个乡（镇）
22所中小学校的 4500余名青少年
提供了思想引领、心理咨询、成长
关爱、偏差行为矫正等服务和活动
700余场次，有效预防了校园欺凌
事件发生，增强了学生的法治、禁
毒和安全防范意识。

与时俱进 实干创新

为了提升专业能力，沈君志通
过了全国社会工作行政督导资格
证，考取了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
专业研究生，探索出“1+33+N”工
作机制和“345”服务模式。一分耕
耘一份收获，他报送的《黑暗里的
裂缝，是光进来的地方——留守儿
童个案工作案例》，被省民政厅评
为 2020—2023 年社会工作优秀案
例三等奖。

成为社工的第一年，很多人问
沈君志：“你为何想进入社工行
业？”沈君志回答：“因为我想和电
视上的英雄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秉持这份初心和信念，相信未
来会发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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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恰逢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罗春毅然
放弃在外的高薪工作，回村当一名“村官”，现任
清流县沙芜乡白塔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
任、沙芜乡龙地溪谷生态露营基地负责人，曾获
清流县优秀共青团干部、清流县民兵营（连）长集
训“优秀学员”等荣誉。

争做为民服务的争做为民服务的““领头雁领头雁””

从小在白塔村长大的罗春，对白塔的土地和
村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2016年走出校园的罗春，经过努力，一年便
担任浙江省义乌市潘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咖啡
与客栈事业部经理。然而，领导的器重、丰厚的
薪水并未减退他对家乡的思念。

2015年，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沙芜的各村
发生了巨大改变，但白塔村变化不大，看着家乡
变化如此之慢，罗春心里很是担忧。2018年，沙
芜乡全面吹响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号角”，鼓励在
外乡贤回乡就业创业。罗春心中萌生了返乡创
业想法，在乡党委的引导下，在家人的鼓励与支
持下，他鼓起勇气，决定回乡闯一闯！

2018年 7月，罗春当上白塔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成为当时全县最年轻的村书记。

争做基层治理的争做基层治理的““排头兵排头兵””

“年纪这么小，不知道靠不靠谱。”面对群众
的质疑，罗春没有做过多解释，他开始走访每一
户村民，倾听村民心声，了解全村概况，学习农村
工作的经验做法……在农家小院、田间地头，到
处都留下罗春走访的身影。他慢慢理清了工作
思路，明确了工作方向。

“白塔村虽不大，但基层党建、环境整治、基
础建设等各项工作一点也不少。”5年来，他帮助
村民申请小额贷款、带领群众建设基础设施、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慢慢
地，村民把“小罗”改口称“罗书记”。

一次恳谈会上，村民赖国周说：“一到下雨
天，河道两旁流下来的泥土会淹没农田，导致无
法正常耕作，能帮忙处理一下吗？”罗春得知后，
马上带领村“两委”听取村民的意见诉求，积极向
上级争取项目资金、精心规划，对河道进行疏导，
建设生态护岸，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沿岸的生态环
境，而且起到了护水治水的效果。

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罗春带领村“两委”班
子、党员、志愿者联合组成“党员先锋队”，集中整
治村居秩序、开展卫生检查，每月对街道进行无

死角清洗，美化房前屋后、清理街道垃圾。同时，
从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群众中选出2名劳动力组成
保洁员队伍，全天负责、一日两扫，白塔村环境面
貌焕然一新。

争做产业振兴的争做产业振兴的““先行者先行者””

在罗春的工作日志上，产业振兴是重中
之重。

今年，在沙芜乡“清雁竞飞”擂台比武的现场
交流会上，罗春提出建设露营基地的想法，这与
洞口村党支部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经过多次考察，白塔村、洞口村依托沙芜乡
山水联村党总支平台，采用“跨村联建+露营”模
式，通过乡政府支持、村集体筹集、村民参与等方
式，在保留自然生态景观的基础上，推动生态价
值高效转化，打造集“自助烧烤、休闲垂钓、露天
电影”于一体的网红打卡点。

龙地溪谷露营运营以来，打卡客流量已达
1.5万余人次。通过发展露营经济新业态，预计
每年将增加村财收入2万余元，带动周边30余户
村民增收致富，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新引
擎”。

“要让心中埋下的种子，开出更美的花、结出
更多的果。”谈及未来，罗春激情澎湃，将用真心、
真情、实干的工作激情，书写别样的不悔青春，吹
响新时代白塔村全面振兴的号角。

（来源：清流党建 通讯员 邹志明 林辰）

编者按：近年来，三明市清流县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和市委人才工作决策部署，鼓励引导更多大学毕业
生和新清流人“职”在清流、留在清流，现推出“新清流
人新奉献”栏目，宣传报道清流县优秀乡贤、新清流
人、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风采，营造“以回乡创业为
荣、以热爱家乡为荣、以奉献家乡为荣”的浓厚氛围。

新新清流人清流人新新奉献奉献

站在人生的转折点，“00”后的李雯放弃升学福州大学研究
生，选择回归家乡，成为清流县温郊乡党委选调生，现任清流县
温郊乡桐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曾获清流县优秀共青团员、福
州大学三好学生等荣誉。

涵养枝叶情怀涵养枝叶情怀 扎根广袤基层扎根广袤基层

作为一名小镇青年，李雯在淳朴乡音中成长，街头巷尾百
姓的热聊是她童年最深刻的场景，这种与家乡间的情感纽带从
未断裂。

2018年，李雯如愿考录福州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在校期
间，时任院青协副部长的她，跟随团队开展多样志愿服务活动，
农民工子弟小学支教、敬老院看望老人……这些活动让她时时
想起远在山区的家乡，回归家乡的种子就此埋下。

2022年，大学毕业的她同时收到研究生和选调生录取通
知。升学还是就业，成了一道选择难题。

在充分了解清流县对选调生群体及人才工作的重视，见证
了家乡旧貌焕新颜的巨大变化后，李雯订下了返乡的车票。“这
是决定我人生走向的选择，但我相信，在基层淬炼三年比在校
苦读三年会获得更多成长。”李雯说。

擦亮青春底色擦亮青春底色 彰显奋发风采彰显奋发风采

“刚开始我只能硬着头皮回应那些似懂非懂的问题，用微
笑来缓解尴尬。”李雯回忆道。

在组织安排下，李雯来到温郊乡桐坑村任党支部书记助
理，作为一名出“校门”进“村门”的基层“小白”，与群众相对无
言、村务无从下手等种种难题让她迷茫无措，成了“热锅上的蚂
蚁”。

为此，李雯主动向村干部请教，组织也为她安排了乡村两
级帮带导师，通过导师的教导和经验传授，她很快对开展农村
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征迁工作、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任务
中挑梁出力。

针对党建工作较薄弱、征迁力量不足等问题，李雯主动接
棒，积极学习党建业务知识，协调福宝片区联村党总支慰问困
难党员群众、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等活动，顺利完成支委
补选、预备党员转正、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验收等工
作，协助完成氟硅树脂及氟硅光敏树脂生产重点项目征迁任务
10余亩。

“小李肯想肯干，分配的任务都能及时完成，做得很不错！”
村级帮带导师、桐坑村党支部书记王兴华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锤炼青春本领锤炼青春本领 讲好乡土故事讲好乡土故事

“扎根在乡村，要有为所热爱的土地、为正在振兴的乡村奉
献的精神，敢于并甘于为所在的乡村代言。”李雯认为，讲好所
在乡村的发展故事，传播出乡村文化的好声音，既可以增进群
众对乡村生活的情感、凝聚融合发展的正能量，又可以提升所
在乡村的美誉度、知名度。

于是，她一有空闲就和村里老人“唠家常”，把只言片语记
录整理成讲解词，从原来乡村发展的“旁观者”逐步成为乡土故
事的“讲述者”。

2022年9月，罗雯在清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解员培
训班中，通过讲解温郊乡工业强乡的故事，成为唯一来自乡镇
的五星讲解员志愿服务队成员。2022年 11月，她以雾露坑基
金会为蓝本，演讲《凝聚乡贤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荣获清流县

“团结奋进新时代乡贤文化我来说”演讲比赛二等奖。今年 9
月，在温郊乡“村园融合”晚会上，她编剧并导演的情景剧《回乡
的诱惑》，鼓励引导清籍在外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宣传“清人回
归”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好反响。

萤火微光，愿为其芒。“我只是基层运转的一颗小螺丝钉，
但是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我的成长，前不久，县委人才办、人社
局专程为我父母送上‘清人回归’家庭奖励，我感到非常自豪。
今后，我将以此为动力，用最青春的年华为家乡做出更大的贡
献。”李雯恳切地说。

李雯：在基层奏响奋斗主旋律

个人档案：魏建森，1987年出
生，曾获福建省青年五四奖章、三
明市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新三明
百名担当作为青年先进、乡村人才
振兴“双百计划”农村产业发展带
头人、三明市青年岗位能手、农业
创新创业带头人等荣誉。

秉承“为农”初心

发展现代农业

2009年，在外务工的魏建森返
乡时发现，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
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导致农村
田地闲置、农村空心化，从小生长
在农村的他由此萌生了回乡发展
的想法。

说干就干，他筹集了 2万多元
资金，在乡镇开办了第一家农业机
械经营部，从事农业机械购销、维
护工作。

通过多年努力，魏建森联合全
县20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清流县鑫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同时流转 4600多亩土地，
建立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 8座、稻
谷烘干中心 3座，拥有大中型农机
作业设备 260多台套、日产优质大
米120吨加工包装生产线。

目前，已发展成为水稻优质品
种筛选、规模种植、社会化服务、生
产托管、综合农事、精米加工、仓储
销售为一体的“种产销”融合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水稻生产

“不落地”的全程机械化、现代化生
产模式，被乡亲们称为“有本事的
农业土专家”“青年人里的实干
家”。

深耕“兴农”沃土

发展农业科技

作为一名党员，魏建森始终把
“发展科学农业，引领农民致富”当

作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正因如此，他立足农业一线，

创新经营思路，统筹全县的农机专
业合作社承担管理全县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项目，建立了全县农业
机械作业精细化管理平台，依托北
斗导航定位、可视化系统，精准采
集农机服务机构主体信息，动态跟
踪农机准确位置，及时掌握农机作
业数据，为农户提供农机产业订
单、土地托管、服务咨询、安全管理
等方面的在线服务，实现农机社会
化服务一条龙。

如今，联合社承担省级优质稻
示范推广项目4500亩次、省级粮食
产能区增产模式攻关与推广项目
1.25万亩次，示范推广再生稻、优质
稻配套栽培、工厂化机插育秧、全程
机械化生产、病虫绿色防控等关键
生产技术，为全县每年优质服务作
业面积 24.8万亩次，累计服务农户
19788户，年营业额达1522.5万元。

践行“强农”使命

促进农民致富

在魏建森的带领下，合作社实
行“联合体＋联合社+合作社（家庭
农场）+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通
过良种、良法、良技、良田四位一体
的配套栽培服务，增加种植产量，
以订单生产的方式来实现优质、优
价的目标，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的
实际收入，有效促进优质稻产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大力推广开展各类农业
演示（观摩）培训会32期，累计培训
农户 1120 户，吸纳农机机手 56
人。种植农户季亩增收 300余元，
机手人均收入 3万余元，并为全县
100余户农村脱贫户提供免费或优
惠农机作业服务，直接或间接减轻
脱贫户的负担10万多元，为清流乡
村振兴发展注入“一股清流”。

魏建森：怀为农初心 行强农使命 沈君志：扛起社工责任 绽放青春风采

罗春：“95后”村支书用青春浇灌家乡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