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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

村里来了“兵支书”

“村口

300

多米长的臭水沟，需要抓紧治理”

“退休老师张树凯家黑灯瞎火， 老两口出行不

便”“残疾人刘广年没有工作， 一家人生活陷入

困境”……翻开徐新君的笔记本，里头记的不光

是身边事，更是关乎乡亲们切身利益的大事。

徐新君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云山街道

黄崖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1992

年退

伍后，选择了返乡创业。

2016

年，他当选村主任

和书记，从此，一本“民情日记”成了他工作的亲

密伙伴。

黄崖村曾经问题重重，贫困与落后是这里的

标签。 徐新君上任后，怀揣“民情日记”，走进贫

困户的家门， 仔细记录下每一家的情况和需求。

治理臭水沟、修整道路、新增路灯、完善文化设

施、让村民用上干净的自来水……在徐新君的带

领下，曾经的贫困村庄，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连云港，像徐新君这样的“兵支书”还有很

多：在东海县，村支书张华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农

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让贫困的村庄走上致

富之路；在灌云县，村支书李明积极协调各方资

源，改善社区环境，解决居民实际困难，赢得群

众广泛赞誉。

近年来，连云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围绕改革

工作部署要求，创新推出“兵心耀港城 ”兵支书

铁军工程，畅通职业成长渠道，为退役军人搭建

了广阔的舞台。

在选拔过程中 ，“传帮带”“老带新”“熟带

生”的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经验丰富的“兵支

书”们以身作则，为新上任的“兵支书”们指引方

向。 同时，利用退役士兵现场报到、适应性培训

等时机，大力宣传退役军人到基层任职的政策优

势，吸引了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回村（社区）任职。

在培养方面，建立“兵支书”人员信息、政策

支撑、平台建设、教育培训、典型宣传五本账。 通

过个人自荐、组织选拔，将政治素质好 、致富能

力强的“兵支书”后备干部推荐到党支部书记岗

位；将“兵支书”培训工作纳入每年干部培训计

划，系统设计专业化课程，开展集中培训 、实践

培训；联合市委组织部举办专项培训 ，帮助“兵

支书”熟练掌握履职技能。

为了充分发挥“兵支书”的作用，连云港市整

合多方资源，给予政策帮扶和资金支持。 坚持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协同推进，建成乡村振兴退

役军人培训中心，发展“兵支书”区域产业联盟，

建立“兵支书”创业导师资源库，建成“兵支书”

数字电商直播基地，打造“兵支书”基层治理样

板，强化退役军人优秀志愿服务队建设。

（袁鹏 邢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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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武隆：便民“致富车” 打通山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从重庆市武隆城区火车站出发，

驾驶汽车一路向东开往芙蓉街道中兴

村。山路崎岖，崇山峻岭，

14

公里路，要

开半小时。

早些年， 中兴村里的人去武隆卖

菜还有过路农村班车可以乘坐， 而随

着道路的更新，大桥的修建，周边几个

乡镇的班车不再通往中兴村， 村民的

出行就有些不方便了。

村子里居住的大多都是年迈的老

人，最远的村民家住在山上，要步行近

一个小时，才能到中咀渡口去坐轮渡。

坐轮渡到达乌江对岸的棉花坝， 再步

行半个小时， 才能坐上棉花坝到武隆

的公交车。 不算等车等船的时间，一个

单面就要花上近两个小时。

好在中兴村的村民出行还可以乘

坐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开设的

便民列车

5610

。 这班列车从中嘴站到

武隆站，仅需

8

分钟，票价仅需

6

元。

但一到夏季汛期， 两趟火车就容

易停运， 居住离中嘴站较远的村民不

能及时获得列车信息，就容易走空路。

2023

年

10

月份 ，

90

后的张旭被

调至中嘴站任值班站长。 一个雨后初

晴的一天， 居住在山上的老奶奶背着

一大背四季豆想坐火车到城里去卖

菜。 然而，到达火车站后，当天列车已

经停运， 老奶奶只得失望地背着四季

豆又返回家中。

看着这样的情形， 张旭萌生了为

附近村民报信的念头。 于是，张旭向村

里打听经常坐火车出行老年人的信

息，教他们使用微信，并把他们邀请进

群，随时更新列车信息。

“我们群里加上我一共有

14

个人，

有些没使用智能机的村民， 我就把电话

留给他们， 方便他们随时询问列车信

息。 ”张旭边向记者展示微信群边说道。

自从张旭的微信群建好后， 村子里

的老人再也没有跑过空路了， 每次都能

如愿踏上列车。

“希望这班列车长期开下去，方便我

们这些老百姓出行。 ”村民陈明英道出了

自己的期望， 也对张旭经常在群里给他

们报信表示感谢。

1

月

19

号 ， 邓吉芬还是像往常一

样，在群里询问当天是否有火车，当收到

张旭的肯定答复后， 她立即转身回屋背

上血旺、大肠、猪肚、青菜。 因为最近杀年

猪家里有很多肉， 她想趁新鲜尽快背到

城里去卖。

邓吉芬和村民们都依靠卖小菜谋

生，为了将蔬菜运送出去，他们一个月要

坐

5610

这趟列车十多次。

“

5610

是我们开设的便民列车，初

衷就是为了方便沿线的村民出行。 ”张旭

介绍， 中兴村的村民大多都是以种菜为

生，有了这班列车，他们就能够实现几分

钟进城的愿望， 不用坐船坐公交来回折

腾了。

如今， 高铁动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

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但是在僻远的乡

村地区仍然存在百姓出行难问题。 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推出的公益性“慢

火车”，站站停、低票价、公交化成了沿线

百姓的“公交车”“致富车”。 而列车员主

动服务群众的暖心举动更是温暖着大山

里村民的心，打通了他们出行的“最后一

公里”。

（代娟 黄华 彭泳淳 谭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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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麻

河南固始：

试点“三边一院”

富农效应凸显

“俺在家院子旁边搭个棚

子，安上栅栏，

2024

年下半年养

殖了

40

多只笨鸡，前天刚卖完，

一次就卖了

6000

多元， 真是出

乎意料！ ”日前，在河南省固始县

赵岗乡张河村下铺村民组，村民

沈勤民在家门口高兴地说，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在固始县，像沈勤民这样实

施“三边一院 ”农牧循环生态养

殖模式的村民越来越多，广大群

众充分利用沟边、田边、林边和

庭院的闲散土地资源和闲置劳

力，大力发展养殖业，成效明显。

2024

年

6

月 ， 固始县抓住

“三边一院” 农牧循环种养模式

在该县试点的机遇，利用农村沉

睡资源，探索破解畜牧业发展在

用地、 环保等方面的瓶颈问题，

按照生态承载量，集成粪污与农田

循环利用技术，因地制宜发展“小

群体、大规模”农牧循环生态养殖

模式，打造周边果园、菜园、茶园、

宅院、 农田与养殖模式种养结合，

让广大农民在家门口就近就业、增

收致富。

“

2024

年行情还好， 饲料便

宜、粮食充足，俺养殖的

2

万只蛋

鸡， 大概算了一下毛收入达

60

万

元 ， 去掉成本纯收入在

20

多万

元。 ”南大桥乡大岗村凡堰村民组

村民罗开友非常满意。

罗开友

2019

年春季投资

60

万元，在自家村民组租赁了一片废

弃宅院， 建了一座面积

3000

平方

米的集约化养殖场。

2024

年，结合

“三边一院”农牧循环养殖模式，他

将养殖场进一步升级改造，全部实

施了自动添加饲料 、 自动收捡鸡

蛋、 自动清理粪污的智能化养殖，

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过去粪

污熏人的气味没有了。

据了解，在推进实施“三边一

院”农牧循环养殖产业中，从事固

始鸡、固始白鹅等养殖的固始县三

高农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勇挑重

担，定期派出技术人员巡回在全县

各乡镇，走农家小院、踏田间地头，

为养殖户和养殖场“把脉问诊”，受

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俺们村通过实施‘三边一院’

农牧循环养殖，目前，培育出林下

固始鹅适度规模养殖户

2

家，去年

出栏固始鹅

2

万余只，产值

400

多

万元；‘小群体、大规模’鸡、鸭、鹅

养殖户

206

家， 占全村总户数的

39.5%

，户均增收

3000

多元。 ”徐

集镇八庙村党支部书 记 马 瑞 文

介绍。

截至目前， 固始县

35

个试点

村参与“三边一院”养殖的群众近

6000

户， 其中新增养殖户

1259

户， 新增参与养殖人数

2645

人，

适度规模户

40

余户；“三边一院”

总饲养量为

419229

只， 其中新增

饲养量

71797

只； 利用“三边一

院”土地总面积

5585.66

亩 ，其中

新增利用土地面积

1136.1

亩 ；除

自 留 外 ， 户 均 年 增 收

3000

元

以 上。

“我们在‘三边一院 ’模式试

点探路中 ，积极走前头、作表率 ，

开启了整乡推进试点 。 通过示范

引导 ， 实现了农村闲置土地 、返

乡农民和闲散劳动力资源充分利

用， 拓展了农民增收渠道， 实现

就近就业创业。 ” 固始县副县长

夏明刚说。

（马泽一 丁昌铭 范亚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