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千年古镇”到“展禽故里”，从“利凤路”

到“坝子路”，沿着221乡道一路前行，两侧郁郁

葱葱的树木在风中亲切地向过往行人打着招

呼。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精神享受的追求也愈发

强烈。利辛县委、县政府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不断挖掘

当地丰富的历史资源与红色文化，在打造一批

文化小镇、精品示范村的同时，也让更多群众

享受到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其中，展沟镇苏

湾村的变化最是引人注目。

初来乍到，省厅来的“‘辛’青年”

根据张津瑞（省公安厅选派驻展沟镇苏湾

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回忆，

2021年6月，他从合肥市来到展沟村，在行驶了

近三个小时之后，终于来到苏湾村。下车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几间老旧房屋，一览无余，因为在

道路旁边，来往车辆频繁，扬尘较多。与周边环

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欢迎队伍笑意盎然，在打

量他的同时，目光中自然流露出欣喜之色。后来

他才知道，当时苏湾刚摘掉“贫困村”的帽子，正

鼓足干劲致力于摘掉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帽子，

听说上级派了一个省厅来的第一书记帮扶他们，

亲眼所见之后又确认了是一名“当打之年”的青

年，感受到组织的关心关爱，自然对他是格外满

意，也对他的到来别样欢迎。

在与村“两委”班子简单交流之后，张津瑞

的驻村生涯正式开始，他与苏湾的故事也落笔

开篇。从省公安厅到基层党组织，从合肥“大

城市”到苏湾“小村落”，张津瑞在苏湾村既是

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又是村里

唯一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建强村党组织、推进

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服务办事的职

责从他来到的第一天，就深深烙印在他的心

上，表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

“苏湾现在刚摘掉‘贫困’的帽子，当前首

要任务是要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护好

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这项工作我觉得可以和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结合起来推进。”在与

苏湾村“两委”干部交谈中，张津瑞提出了他的

观点。

通过与村干部的交谈，张津瑞感受到他们

对摆脱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渴望，而在走访调

研中，他又发现群众最关心的是如何增收致

富，最抵触的是出现返贫现象。经过深思熟

虑，他认识到干部同群众的目前说起来不同，

但其本质完全是相同的，不能巩固好脱贫攻坚

成果，群众返贫致贫现象层出不穷，就永远不

可能摘掉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帽子”；没有一

个坚强的党组织领导群众，增收致富注定不能

广泛惠及群众，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到群众家中看一

看；你一语，我一言，不如到田间地头转一转。”

对于苏湾村“两委”干部来说，这句话在他们耳

边响起千万遍，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张津瑞

只好让村干部带着他到田间地头站一站、转一

转，到群众家中坐一坐、看一看。

“我刚来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才能最快融

入群众中去呢？那就是每次到田间地头，都带

点乡土气息回来；每次去群众家中，都学两句

乡土话语回来。”张津瑞说，“没用多长时间，大

家都知道村里来了一个‘辛’青年咧”。

乡里乡亲，群众口中“张书记”

融入乡村、融入群众，是张津瑞给自己定

好的第一步工作，是干好选派驻村帮扶一切工

作的前提。张津瑞深知，驻村帮扶的时间尤为

珍贵，留给群众办事的、给村里办事的时间一

刻也容不得肆意挥霍。

“课本上说，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现在我

们实现了全面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但必须注

意到，贫困不是绝对消失了。”在持之以恒的走

访、摸排过程中，张津瑞发现，虽然苏湾村摘掉

了“贫困村”的帽子，但脱贫返贫的风险依然存

在，尤其是受疫情影响，个别脱贫户依然在逐

渐逼近贫困线。针对这种情况，他与村“两委”

深度磋商之后，决定主动出击、化解风险。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想在根本上解决返

贫风险，关键还是要在稳就业上下功夫。”为

此，张津瑞一方面和苏湾村“两委”干部通过摸

排，筛选重点监测对象，开发护林员、保洁员、

光伏电站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进行就业兜底

性安置；另一方面积极与省公安厅联系，在他

的努力下，省公安厅为苏湾村提供了一批对口

岗位帮扶，有力解决了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就业

问题。截至目前，已安置脱贫人口、监测对象

29人，输送苏湾村青年到合肥务工12人次。

“村室是村党组织的形象，是组织活动的阵

地，一定要建好建强，更好地引领群众、服务群

众”。针对旧村室阵地作用不显、为民服务不便

的问题，张津瑞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利

用“丰庄小学”闲置校舍，改造新建村室900余平

方，为方便群众日常文化娱乐，又在村室前改造

村民活动广场2个，共计3000余平方。

“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张书记都记在心

里。”提起张津瑞，村民情不自禁竖起了大拇

指。新村室修建好后，有的群众对他说：“张书

记，这门口这么大地方，不弄点啥可惜了。”群

众的意见，一定要事事放在心上、时时不忘，通

过分析和会议研究，张津瑞带领村“两委”在村

室门前修建了一座篮球场，日暮时分，散学归

来的青少年让这座“新生”村室更添青春气息。

在张津瑞和村“两委”的期待目光里，苏湾

村顺利通过了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验收，摘

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

红色苏湾，十里八村“设计师”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驻村以

来，张津瑞带领村“两委”班子新修道路43条，

持续推进道路量化、硬化，大大方便了群众出

行。但张津瑞深知，驻村帮扶不是永远在村里

帮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实现乡村振兴，

必须紧紧把村民群众团结在村党组织的周围，

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方能不断前进，最终实现

全面振兴。至于如何团结群众、凝聚民心、汇

集民智，他认为在苏湾这片土地，文化的力量

可以大做文章。

苏湾村，位于利辛县展沟镇东北部，地势

低洼，被称为亳州市的“锅底”，在这里，有着令

人难忘的抗洪岁月，也是解放战争烈士长眠之

地。走访中张津瑞发现，苏湾群众对于抗洪历

史有着特殊的情感，通过倾听群众心声和查阅

历史资料，他决心要把苏湾村特有的抗洪文化

发扬起来，修建一座抗洪纪念馆，用抗洪情怀

凝聚人心、推动发展。

“提出这个想法的同时，预想中的一片喝

好没有出现，反而引来群众质疑，这是我无论

是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张津瑞对此十分困惑，

通过询问分析，他发现群众的质疑，主要在于

“钱从何处出”和“干砸了谁承担”这两个方

面。群众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在他的脑海里不

停浮现干部群众与洪水英勇斗争的画面，要让

群众对抗洪历史念念不忘、引以为豪，这更加

坚定了他要把苏湾人民与天奋斗的精气神找

回来，发扬起来的信念。

历史资料亲自收集、核查，规划亲自参与

设计，选址建设亲自操盘，张津瑞处处一马当

先、马不停蹄，筹措资金180余万元，建成了抗

洪纪念馆。一幅幅感人的抗洪图片，一段段动

人的抗洪故事，在解说员的陈述与当地群众的

回忆中，那段难忘的抗洪岁月再次浮现于面

前。当年苏湾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

心取得了抗洪胜利，如今必然也能在党的领导

下实现乡村振兴。

抗洪纪念馆建设取得成功之后，张津瑞并

未放下他的“苏湾规划设计图”，继续深挖苏湾

红色历史和传统文化，修缮苏湾烈士陵园，修

建廉政教育馆、民俗文化馆、研学馆等，构建了

“四馆一园”红色旅游区。2022年11月份，苏

湾烈士陵园被授予亳州市第三届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今年以来，苏湾庄淮海战役遗址修复、红

色栈道建设项目逐步推进。在张津瑞的设计

中，未来的苏湾将充分结合红色文化与“旱改

水”项目实施，打造“红色苏湾 稻米之乡”品牌，

为苏湾村乡村振兴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驻村

工作队。

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津瑞（右一）在红色纪念馆讲解苏湾红色历史。

“红色苏湾稻米之乡”
——记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津瑞

一、在脚踏实地中践行初心使命。
我所在的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位于利辛

县最南部，与颍上县、凤台县接壤，属于偏远乡

镇。作为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以来，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抓住“两委”换届的有利机会，建

强“两委”班子；认真开展支部共建工作，将村

干部带出去学习，开阔视野，增强干事创业的

信心。坚持思想帮扶，刚驻村的时候，引江济淮

工程和“旱改水”项目两个项目刚落地实施，不断

地向干部群众宣传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积极居中协调施工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确保施工

队“开心而来、满意而归”。同时，抓住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的有利契机，谋划各类项目，截止目前

我直接争取各类资金落地1600余万元；坚持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脱贫攻坚胜利后，各类政策

逐渐离场，坚持排查不放松，坚持入户全覆盖，

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和政策性返贫。

二、在广阔天地中彰显公安担当。
从一名青年公安民警到乡村基层干部，从

城市生活到农村生活，角色和工作性质的转

变，要在短时间内适应和调整，不能给群众留

下“矫情、嫌弃、不接地气”的印象。

关关难过，关关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中提到的“厕所关、挑水关、劳动关”等这些困

难我都遇到了；村干部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工

作起来基本靠“口口相传”，不习惯于“文来文

往”，不习惯“开会、开短会、开高质量的会”；群众

对党和政府的期待多数在于“发点钱，给点慰问

品”等眼前利益，不能正确认识发展项目与长期

经济效益的关系。在困难面前，不能退缩，要寻

找解决办法，在事上磨炼，练就一身真功夫。

三、在走进群众中收获警民情深。
到了农村以后，我的心经常受到触动，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的时候，村民骑着电动车和三

轮车赶到现场，齐心协力将柴火垛、道路等很

快清理出来；在秸秆禁烧期间，发现火点，村民

拎着扫帚、水桶、铁锨跑到现场，很快将火扑

灭。作为驻村干部，作为苏湾村的“外来人”，

群众跟我都很熟悉，在村里散步的时候群众看

到我，会亲切的给我打招呼“张书记，在散步

啊”；群众家中有事情的时候，会跑到我的办公

室，让我给他们答疑解惑；有矛盾纠纷的时候，

我到群众家中去，群众说“张书记都来了，我们

啥也不说了，张书记不会让我们吃亏的”。我

感到这份信任是沉甸甸的，饱含了人民群众对

党员的信任，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

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当前，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

的主力军，只有广泛依靠村民、组织带动村民

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我们的粮食安

全才有保障、我们的生态治理才会更加有效。

四、在法理交融中永葆党员本色。
驻村以来，时刻谨记我是一名青年党员民

警，时刻按照各项制度和纪律要求，做到自律、

自省、自警。在处理矛盾纠纷过程中，面对有

合理诉求的群众和无理取闹的群众，我都能耐

心讲清政策，让群众满意，满足各方诉求，当前

苏湾村的两项重大项目引江济淮工程和旱改

水项目均处于收尾阶段，没有发生一起纠纷引

起的信访案事件；在实施重大项目过程中，我服

从镇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严格执行镇里和县里

的工作纪律，严格遵守利辛县当地的招投标程

序，做到清白干净；在驻村期间，严格遵守选派

干部管理办法的要求，吃住在村，认真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

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

上奋勇争先。”不管是在公安工作的岗位上，还

是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青年都是生力军，要

立足岗位，心怀人民群众，自觉地将个人发展

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化思想自觉为行动自

觉，建设美好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青春力量。

（本版稿件由省选派办提供）

在事上磨炼 练就一身真功夫
——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津瑞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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