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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南方已是耕牛遍地走的时节。这几

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蟠龙镇院坝村党

委第一书记韩力正带领村民向农业专家学习如何

种植小黄姜。他在电话里向《经济》记者透露，自

己还种了几十棵，看看秋后收成如何。有了小黄姜、

名贵野生菌、食用玫瑰花、富硒绿茶这些特色产业

做基础，有科技力量做支撑，有正确的生产和经营

思路，有团结一致、积极负责的村党委引领，韩力

相信，院坝村人盼望的好日子不远了。

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

2016 年 9 月 25 日，韩力响应国家脱贫攻坚的

号召，从中国科学院机关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

蟠龙镇院坝村挂职任党委第一书记。

1981 年出生的韩力，在去农村之前，一直在

北京皇城根下生活，没有农村生活经历。提起当驻

村第一书记的初衷，韩力说：“一是自己受党教育

多年。姥爷是个老八路，从小就给我讲革命战争年

代的奋斗历程，还经常说我们这一代应该多到基层

锻炼。受此熏陶，我觉得在党需要的时候义不容辞。

二是受党组织多年培养。我在北京基层单位、党

校、中科院负责过管理和教育培训工作，对党建理

论和管理工作都比较熟悉。感觉自己能够干好这项

工作。三是这个时代给了我这个机会。正是在这个

时间节点上，国家提出要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奔小

康，虽然我对农村工作不是特别熟悉，但是隔行不

隔理，农村基层工作也需要将管理工作融入其中。

只要深入基层，讲究管理方法，切实帮助老百姓办

实事，就能取得一定的成效。”

想干事，能干事，该干事，让韩力义无反顾奔

赴贵州的大山之中。

强化基层领导班子建设

“农村要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不怕有

个烂摊子，就怕没有好班子”。韩力深知，扶贫开

发要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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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带领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村一个月，院坝村迎来新一届党委会换届

选举。韩力带领村领导班子成员积极准备，把全

村 21 个组的党员都动员起来。全村除了两位在外

地打工者实在赶不回来，上到 80 多岁的老党员，

下到 20 多岁的年轻党员，都参加了选举。2016 年

10 月 28 日选举当天，韩力做了充分的动员，阐明

加强基层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全体党员严格按照选

举流程选出了新的村党委成员。新当选的干部当即

表态要积极开展工作，老党员们也一吐多年来的心

声，为村子的发展出谋划策。选举后全体党员欢聚

一堂，畅所欲言，气氛热烈。会后，全体 84 名参

会人员集体合影，让村里的党员们感受到庄严的集

体责任感。

2016 年 12 月 22 日，在韩力的主持下，院坝

村委会又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产生了院坝村

第十届村民委员会，并对选举结果进行张榜公示。

在这次选举中，年仅 34 岁的村民朱启维，因为头

脑灵活，服务热心，群众基础好，高票当选为新一

届村委会主任。事后证明，新任主任自当选后就无

暇过问家中事，一心扑在服务村民上，发挥出积极

的带头作用。

至此，院坝村完成了“两委”换届，班子成员

从年龄结构、文化水平、男女比例、专业特长均达

到了理想状态。此次换届推动完善了村党委领导下

的村民自治机制，在未来的几年，可以有效发挥优

势，带动全村脱贫致富。

靠科技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要想富，必须发展特色产业。经过勘查、走访，

韩力了解到，院坝村荒山多，是典型的石漠化地区。

村里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和小麦，经济作物有猕

猴桃、茶叶、核桃，养殖以猪和鸡为主，很大一部

分经营收入只是满足了农民的生活需要。想多挣点

钱，难！

在产业选择上，韩力根据六盘水市“生态产业

化和产业生态化”的要求，结合县、镇“建设美丽

院坝”的指导方针，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在科技扶

贫中的优势，提出“跳出院坝村发展院坝村”的发

展思路。

经过咨询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农业科

技办公室，韩力邀请了科研专家，为院坝村的土壤、

环境进行现场查看和指导。

通过土质分析发现，这种石漠化地区的土壤碱

性高，特别适合名贵菌种云茸、黑松露的原生态栽

培。不但可以增加村民收入，还能改善土质和生态

环境。经过 3个月的山地勘测和了解村情民意，韩

力为院坝村确定了发展名贵菌类栽培及石漠化荒

山治理的产业项目，并成功地申请了中国科学院科

技扶贫 10 万元科研项目《名贵野生食用菌生态培

育及其在石漠化治理中的应用研究》，由中国科学

院提供经费和菌苗，并进行示范培训。此外，韩力

还申报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 STS 计划 50 万

元项目《食用菌原生态栽培与技术培训》。目前，

项目正在论证当中。

对于食用菌项目，村民们一开始不太敢动。韩

力就动员村合作社成员率先承包了 30 亩荒山进行

试种，随后就陆续有村民主动找到韩力要求试种。

韩力对记者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野生食用菌预

计纯收益将达到 4000 元 -7000 元 /亩。

着力打通产业链断层

院坝村海拔平均 1486 米，年平均气温 15℃，

气候宜人，日照充足，由于无工业污染，生态环境

保持良好。核桃树、玫瑰花、茶叶等都成为村里的

特色产业，但由于大多产业链不够完善，利润微薄，

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韩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村里茶园合作社生

产的绿茶未经权威检测，韩力积极协调，邀请中国

科学院茶叶专业的研究员，对当地茶叶样本进行检

验，并出具检测报告，让村里的茶叶有了品牌宣传

的依据。

近几年，村民们开始引种法国墨红玫瑰花，并

制作散装的玫瑰花饼，在当地市场上销售，还成立

了玫瑰庄园，吸引旅游者前来观赏。但由于缺少正

规手续，既不合规，又限制了产业发展。韩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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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及时向村干部和产业带头人讲解《食品安全法》、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等法律法规，

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发展食品产业，

必须办理食品加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

商标；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要办理营业执照，注册

成立公司，并且和产业负责人一道与六盘水市工商

局、食药监局、水城县市场监管局等主管部门沟通

咨询，最终帮助他们办理了食品加工许可证，水城

县法墨玫瑰庄园也有了合法的营业执照。同时，韩

力主动争取中国银行六盘水分行定点帮扶专项党

建扶贫捐款 15 万元，用于支持村内小微企业发展。

产业发展逐步走上正规化后，韩力又盘算着对

接销售渠道。在人生地不熟的贵州山区里，去哪找

销路？为了村民们的利益，韩力直接敲开了六盘水

市工商局局长办公室的门。没想到工商局恰好有一

项扶贫政策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有了这项政策

的支持，院坝村的蔬菜、土鸡蛋、水果、菌菇等农

特产品就可以直接进到超市、餐馆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食堂，这让韩力大喜过望。

扶贫先扶心，通过韩力几个月的说理论教和实

践示范，村民们在理念上发生巨大变化，有了发展

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实干的理念，已经从苦熬苦

等，转为现在的苦干实干。

心系百姓疾苦，为民排忧解难

随着挂职工作的日益深入，韩力与村民们的关

系也变得更加亲密，很多长期悬而未决、亟待解决、

又不好说出口的个人问题，村民们都愿意向这位京

城来的小韩书记吐露。遇到这种情况，韩力总是认

真地倾听、记录，经多方了解情况后，开展实地调

研和综合分析，再协调各方关系，提出解决方案。

院坝村村民杜金萍由于用电问题与镇供电所

发生矛盾，僵持 3年无法解决。韩力经过不懈的努

力，提出了妥善的解决方案。杜金萍补缴了电费，

供电所也为她安装了新电表，双方都得到了合理而

满意的结果。杜金萍感激地说：“院坝村来了这样

一个好书记，真是我们的福气。”

村里有位 60 多岁的残疾人老妈妈黄光兰，她

右腿截肢，平时要依靠双拐行走。韩力亲自到她家

中探访，了解到黄光兰还患有其他多种疾病，需要

长期服药。她已丧失劳动能力，子女又都在外打工，

生活比较困难。为此，韩力多次到县残联咨询协调，

重新为黄光兰办理了二级残疾症，使她享受到每月

40 元的残疾补助。此举也促成了一项惠民行动，

县残联组织了专项残疾人普查活动，携带设备、配

备专业人员，进村入户为身有残疾而没有残疾证的

村民现场办理残疾证，并为已有残疾证的村民重新

核查残疾等级。

在韩力看来，他仅仅是帮助村民办理了一件力

所能及的小事，黄光兰却两次握着他的手，不断地

说着感激的话，这更令韩力明白他这个第一书记身

上所肩负的责任。

灯火阑珊夜，韩力时常会捧读习近平总书记的

《之江新语》：“这本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时

效性和针对性，文风质朴，语言简洁，道理易懂，

它教会我们年轻人如何做人、干事业。我从中学到

了科学理念和工作方法。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院坝村一定会取得

全面的胜利！”

韩力（右一）为村民写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