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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村地处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中北

部，面积8.17平方公里，全村耕地面积6381亩，

园地面积1666亩，林地面积1913亩。该村下

辖13个自然村，现有人口1476户5058人，其

中包含脱贫户209户447人，监测户10户21

人。村“两委”成员现有7人，1个党总支下辖4

个党支部，共有党员 137 名（含 1 名预备党

员）。科技新村是乡村振兴重点推进村，村级

集体经济薄弱。自入驻科技新村以来，第八批

驻村工作队围绕“抓产业、谋发展、促振兴”的

整体目标，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升级为抓手，因

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带领村“两委”探索出

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

径。2022年，科技新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69.51万元，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后进村向村级集

体经济强村的华丽转变。

“富口袋”各借优势
潮涌奋楫“千帆竞”

科技新村村民基本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

统农作物为主，种植结构单一。受传统农业的影

响，科技新村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

居多，农户经营较为分散，导致产业规模小，难以

进行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和标准化生产，农

业依然是靠天吃饭的格局。科技新村村级组织

自身“造血”功能不足，村级集体经济基础薄弱，

收入来源渠道狭窄，仅依靠租赁扶贫工厂及坑塘

增加收入，层次低，市场竞争差，带动作用不强，

缺乏有效引领群众致富的能力，2021年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仅为7.35万元。

2021年6月第八批驻村工作队入驻科技

新村，在第一书记马友苗的带领下，工作队以

饱满的热情迅速进入角色，在经过大量走访调

研，全面分析村情村况，综合研判目前制约科

技新村发展的因素后，工作队制定了以摘掉村

级集体经济后进村帽子为目标的工作计划，将

工作重点放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上面。

明确工作重点之后，工作队随即各自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献计

献策。马友苗书记先后多次到省对接农口部

门，大型涉农企业等，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副队长胡耀地先后对接多个集体经济强村，

带领工作队及村“两委”成员实地考察学习先

进经验。

“补短板”各有妙招
弱村上演“变形记”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驻村工作队发现科技

新村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资源优势

突出，拥有大量集中连片耕地资源，适宜农业

集约化生产。为将本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变为

产业经济优势，增加农民的就业岗位，提高农

民的收入，盘活村级集体经济，驻村工作队在

如何灵活运用土地资源，增加土地流转，由分

散式的耕作向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向进行了

积极探索。

在经过工作队多方考察调研，先后对接寿

光市先进蔬菜种植行业以及本土先进菌菇种

植行业的农业科技企业，并多次邀请到村共商

发展事宜。借助科技新村与河南省夏邑县、虞

城县毗邻的地理优势，紧挨310国道、陇海铁

路，曹杨路南北相连的交通优势，全村7200多

亩大量集中连片耕地的资源优势，结合农业科

技企业先进的苗种、技术、销售等市场优势，利

用砀山县数字化乡村示范点的政策优势，经过

多次磋商论证，计划在科技新村建设发展数字

化高标准无公害蔬菜生产园区和羊肚菌种植

基地，并将这两个项目作为科技新村产业振兴

的重点项目进行推进。至此，科技新村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确立了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方向

目标。

“他们如果干两年走了，不能把技术销路

等教给我们怎么办？”“他们说得那么好，那么

好的效益咱们这老百姓是都想不敢想的，是

真的吗？”“他们不投资，要求全部由我们出

资，怎么保证我们的投资安全？”……这是项

目谋划过程中面临最多的质疑声，不仅来自

当地老百姓，还有村“两委”，相关职能部门

等。带着这些问题，马友苗书记积极带领驻

村工作队及村“两委”前往灵璧、萧县等已成

熟自主运营的项目地了解察看项目运营情

况，多次与企业进行对接，实地到企业项目现

场进行考察调研，并就与企业方合作模式，防

风险机制，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进行反复磋

商，反复论证以确保项目最大化发挥科技新

村农业产业化道路的作用。

蓝图已经绘就，正待扬鞭出发。面对各方

面的质疑声，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科技新

村驻村工作队并没有气馁，秉着带着问题找答

案的原则，带领村“两委”先后实地到其他已成

熟自主运营项目地、农业科技企业项目现场进

行考察调研，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实实在在

的成效面前，质疑不攻自破。

在曹庄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村

“两委”的积极配合下，选派单位努力协调下，历

经十个月，经过多次与寿光方实地考察论证，反

复磋商，科技新村数字化高标准无公害蔬菜生产

园区项目最终审批通过，项目建设也已处于收尾

阶段，园区种植也在火热进行中，羊肚菌种植基

地已建成投产并完成种采收销任务。这两个农

业产业化项目的建成投产，标志着科技新村由村

级集体经济后进村迈向村级集体经济强村行列，

经济“改薄倍增”，一幅乡风和美、富足兴旺的振

兴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主心骨”各就各位
真抓实干“出实效”

振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纵使前路坎坷，

驻村工作队的党员干部们依然保持着高度的

热情和信心，找问题，抓矛盾，主动作为敢落

实。科技新村驻村工作队在做了大量基础工

作之后，全面分析研判村情村况，立足于科技

新村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连片的土地资源优

势，找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方向，结合寿光市

农业科技企业和本土菌菇种植企业先进的产

供销体系，建设数字化高标准无公害蔬菜生产

园区，走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因数字化高标准无公

害蔬菜生产园区投资较大，为保障项目资金

安全以及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驻村工作队

多次与项目建设方磋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对初期园区建设方案进行优化整改。在保障

资金安全方面，寿光市农业科技企业和科技

新村联合出资，共投资1200万，项目建成后先

期由寿光市农业科技企业进行运营，负责项

目地的耕、种、管、收、销，后期根据运营实际

情况按年与寿光市农业科技企业进行续约；

在保障村级集体收益方面，探索“保底收益+

二次分红”“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适度规模

专业农户”等模式，确保每年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不低于50万元；在管理人员组织方面，寿光

市农业科技企业为科技新村培养致富带头人

参与经营管理，保证后期自主运营的衔接；在

带领百姓致富方面，优先使用项目涉地农户

务工，后期项目运营成熟后按百姓意愿参与

土地入股分红。

“产业兴、百业振”，产业振兴的最终目的

就是增加集体收入，带动群众致富，以产业振

兴带动其他乡村振兴。该村通过党总支领办

专业合作社带动产业“龙头”，在产业实施过

程中培育人才，不仅参与整体的经营管理，而

且阶段性的外出跟班学习，带回来先进技术，

这些人才将在未来作为村里的领头雁带动乡

村的全面发展，真正实现组织振兴和人才振

兴；在集体经济提升后，以集体经济为支撑，

该村多次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下

乡、寒暑假学生篮球赛、村好人好事评比等活

动，以真正达到文化振兴；依托集体经济，前

后为村配备多种环卫物资，整治全村卫生环

境、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容面貌，全力打造

乡村生态振兴。

“经过不懈地努力和辛苦付出，我村产业

项目支撑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龙骨架’已初步

构建，当时期盼的‘村集体强、农民富’的愿景

也日渐展现。”科技新村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一班人团结一致，秉持“脚步丈量民情，科

技助村振兴”的理念、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坚定信念、“但愿苍生俱饱暖”的人民情怀、“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昂扬斗志撸起袖子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科技

新村会在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下，建设成为

美丽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黄土地上谱新章 绘就振兴新希望
——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科技新村驻村工作队纪实

为响应党中央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

兴的号召，按照省委安排部署，我于2021年6

月9日进驻砀山县曹庄镇科技新村。云帆高

张，昼夜星驰。驻村两年多以来，我同驻村工

作队团结带领科技新村“两委”班子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夙夜在

公的工作常态、放心不下的尽责心态为科技新

村绘就了振兴蓝图。

回想当初刚到村时，怎么干？如何干？从

哪干？这三问是我和工作队日常讨论的重

点。秉承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我

带领工作队通过召开村“两委”座谈会，开展村

情村况大走访等方式摸清家底，详细了解村级

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村级集体资源少、村基础

设施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低、结构单一，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7.35万元。

看问题、干工作要抓住主要矛盾，面对摆在

面前的问题，我带领工作队制定了以摘掉村级集

体经济后进村帽子为目标的工作计划，将工作重

点放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上面。但是怎样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怎样的村级集体经济？又成为

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我带领工作队、村

党总支书记多次南下北上考察调研，并最终达成

一致决定，不盲从不跟风，走符合科技新村实际

情况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结合科技新村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拥有大量集中连片耕地

资源，适宜农业集约化生产的优势，经过综合研

判，我们决定通过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来破解村级

集体经济薄弱的难题。在经过同镇党委、村“两

委”的多次共同探讨论证后，我们决定同山东省寿

光市蔬菜种植和本土菌菇种植行业先进的农业科

技企业合作，打造数字化高标准无公害蔬菜生产

园区和羊肚菌种植基地两个农业产业化项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资金历来都是所

有项目开展的重中之重，为了争取项目资金，我

带领工作队开启了最困难的“跑资金”之路。由

于项目投资所需资金较多，在筹措资金方面存在

诸多困难。此时也是面对各种质疑声最多的时

候，“他们说的这收益，咱种一辈子地了也没见

过，管呗？”“能发展好呗？万一干不好都是问题，

老老实实的呗，不干最起码不会出事。”“这么大

的投资量，怎么保障投资安全？”这些质疑声不仅

来自当地老百姓，还有村“两委”，相关职能部门

等。面对种种质疑，我也曾犹豫过，但我更知道

不干出点成绩，就对不起上级党委和群众的重托

期盼，更对不起选派干部这个称号。“有条件要

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我在筹措资金

期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最终经过一年多

来的不懈努力，我们为村里争取到乡村振兴衔接

资金和捐资援建资金910万元，为科技新村数字

化高标准无公害蔬菜生产园区和羊肚菌种植基

地项目打下了资金基础。

项目运营管理的好坏是产业能否持续健

康发展的关键。为此，我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制定了运营管理细则；成立项目运营管

理领导小组，确定蔬菜园区运营模式为中标公

司和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两家合营，暂定合作

运营三年。运营期间，中标公司负责园区的

耕、种、管、收、销，为村培养致富带头人参与园

区整体生产运营管理，为后期自主运营做保

障。基地的用工均为科技新村有劳动能力的

监测户、脱贫户等。同时，该村也积极拓展和打

造自己的销售渠道，利用砀山县和杭州市西湖区

结对帮扶的便利，和西湖区政府达成协议，授权

蔬菜园区挂“杭州市西湖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园

区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可以直接销往西湖区，这将

完全解决我村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为该村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让村民日子好起来，让群众的笑脸

多起来”。是我驻村一直以来的初衷，回顾两

年多的驻村经历，在看到村子已走向“村集体

强、农民富”的道路，让我由衷地体会到身为一

名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与担当。我想，不久科

技新村会真正振兴起来。

（本版稿件由省选派办提供）

以时不我待紧迫感 奋力绘就振兴蓝图
——宿州市砀山县曹庄镇科技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马友苗心得体会

砀山县曹庄镇科技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马友苗在种植基地帮助群众收获羊肚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