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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村位于宣城市泾县琴溪镇东北部，具

有皖南丘陵地带的显著特征。全村总面积9.5

平方千米，其中山场3668亩、耕地3278亩，辖

21个村民组、779户、2244人。2014年该村被

识别为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72 户 215

人。村党总支下设2个支部、6个党小组、党员

75名。马鞍村是传统蔬菜种植村，全村蔬菜种

植面积约400亩，种植大户20多户。近年来，

该村相继荣获“法治示范村”“先进基层党组

织”“党建引领AAA信用村”等称号。

2021年6月胡中峰到村以来，带领工作队

和村“两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集中精力抓班

子带队伍、抓产业促发展、抓民生强服务，以

“实干”换“实效”赢得党员群众的信任和认

可。目前，马鞍村正在围绕蔬菜产业吹响一曲

“跨越赶超、催人奋进”的乡村振兴之歌。

突出党建引领 打造头雁工程

到村工作后，胡中峰认识到，基层党组织

是全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心骨。抓好基

层党建工作，关键要让村“两委”班子凝聚起

来、党组织强起来、党员动起来，这样才能带动

广大群众实现抓党建促发展的“双过硬、双提

升”。为此，胡中峰重点在打造“领头雁”工程、

培优育强“主力军”上发力用劲。一是发挥工

作队的头雁效应。工作队定期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向我看、跟

着上”的工作导向，带头深入田间地头，同群众

打成一片，做到发

展产业有思路、直

播带货带头上、路

边摆摊带头销，亲

力亲为、冲在一

线，保持恒心和耐

心，时刻将村“两

委”、党员群众捆

在一起，拧成一股

绳，最大程度激发

党建动力。二是

发挥村“两委”的

头雁效应。该村

严格执行村“两

委”一周例会制

度，认真研读乡村

振兴政策文件，找

准马鞍村发展之

策、落实之要；强化重点工作调度，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把支部班子捏成强有力的“拳头”，

点燃马鞍村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热情。三是发

挥党员群众的头雁效应。工作队组建党员活

动之家，创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党

支部党建活动，拉近党员距离，共同参与乡村

振兴建设。特别是通过订单蔬菜，鼓励身为党

员的蔬菜种植户带头种植蔬菜，打造马鞍村蔬

菜种植最强“主力军”。如今的马鞍村已形成

“村两委冲在前、党员带头干”的良好氛围。

注重走访调研 理清工作思路

村里工作千头万绪，乡村振兴应该从哪些

地方入手？怎么办？怎么干？胡中峰知道只

有底数清、现状明、问题准，才能对症下药、有

的放矢，于是就带着工作队和村“两委”广泛走

访调研、听取意见，并坚持“三做到”。一是做

到底数清。通过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实现全村

住户走访全覆盖，着重收集村民关于本村特色

亮点、问题弱项、意见建议。随后召开座谈会、

党员大会，对村民的诉求进行收集整理。二是

做到眼界广。该村组织到宣州区花园村、巷口

桥村、宁国市夏林村等地考察学习，学习先进

村在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特别是在

壮大村集体经济上的好经验好做法，开阔眼

界，拓展思路。三是做到思路明。在前期走

访、座谈交流、考察学习的基础上确定“1131”

发展思路。“1”条道路：改造、提升新—马路道

路，对道路进行美化、亮化和公交化。“1”条沟

渠：畅通村内水系工程。“3”个产业片：打造蔬

菜、水果、粮食三个板块。“1”个中心：建设集“冷链

仓储物流、订购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蔬菜冷藏中

心。目前“1131”发展思路已成为马鞍村发展主

线，通过两年多实践，马鞍村的道路、水系及民生

事业更加完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聚焦产业发展 推动强村富民

在胡中峰的带领下，村“两委”愈发认识到

发展蔬菜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之路。

打造马鞍村蔬菜基地，建设四季蔬菜园。

2021年该村流转200亩撂荒地建设马鞍村蔬

菜基地，投入100万元项目资金建设50亩蔬菜

大棚，两年来，集中精力做强两个片区。大棚

区实现有序衔接，依托大棚打造“反季节”蔬

菜，2022年10月大棚投入运行后，采取村企合

作共建方式，种植冬季西兰花，2023年相继种

植水果玉米、毛豆、秋季豆角、小青菜等。露天

蔬菜区实现分季轮作，围绕“长豆角、小香薯、

高杆白菜”等品种，实行分期轮作制精心培育

露天蔬菜，目前长豆角和高杆白菜成为马鞍村

的“网红菜”。2022年蔬菜基地直接带动村集

体经济增收40万元，2023年达到50.18万元。

注重联农带农，促进农户增收致富。在发

展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胡中峰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群众“钱袋子”鼓起来，为此，他带领工

作队和村“两委”主动找订单签蔬菜种植合

同。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2022年

和农户签订110亩高杆白菜种植协议，直接带

动农户增收33万元，户均增收1万元。2023年

订单式蔬菜种植面积扩大至150亩。目前，马

鞍村拥有蓝莓180亩、蔬菜400亩、烟叶170

亩、水稻1000余亩，均需要大量人员务工，高峰

期需要附近劳动力近150人，以每人每天100

元计算，只要坚持务工，每户在家门口就能获

得额外收入2万元以上，让农户真正感受到乡

村振兴带来的可喜变化。

积极利用电商平台，拓展蔬菜销售渠道。

为拓展蔬菜销路，胡中峰借助抖音平台自己当起

了“网红”，开启了蔬菜电商销路之路。2023年6

月7日直播带货第一天就接到订单405个、销售

量超3千斤，截至2023年11月底通过电商平台

蔬菜销售总量达到5万斤，马鞍红薯粉、红薯粉丝

也成为网上“抢手货”。短视频带货，让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到马鞍村的高品质绿色蔬菜。

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建设农产品深加

工项目。胡中峰并未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是

未雨绸缪，思考如何应对全村种植生鲜蔬菜可

能产生的滞销风险，于是想方设法引进农产品

深加工企业，规划建设近3000平方米高阶蔬菜

深加工项目，打造集“腌制、深加工、仓储、销

售”为一体的蔬菜产业提升工程，预计2024年

6月底将正式运行投产。该项目建成后，不仅

让马鞍村摆脱长期依赖传统“一产”种植蔬菜的

模式，实现向二产跃升、提升产业层次的目标，同

时通过“公司+基地”“公司+种植户”模式，为更

大面积种植蔬菜提供重要保障。如今的马鞍村

走出了一条蔬菜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

完善基层治理 强化为民服务

要让村民增强乡村振兴带来的获得感，道

路要修，公交要通，水系要活，村庄要亮化，配

套设施要跟上……这一桩桩、一件件，胡中峰

和他的工作队都列出了清单。

制定马鞍村村庄发展规划。在前期

“1131”发展思路的基础上，该村形成一园（高

阶蔬菜深加工产业园）、三地（蔬菜基地、蓝莓

基地、粮油基地）、两带（乡村振兴示范带、青弋

江沿岸风景带）、一中心（打造康养、攀岩、垂

钓、航空体验、研学为一体的休闲运动体验中

心），目前在按照规划深耕细作。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该村完成青弋江马

鞍段防洪治理工程，从此以后江水漫堤、洪水

肆虐的问题将成为历史；完成322省道入村

160米道路“白改黑”、蔬菜基地内部340米、田

湖村民组到蔬菜基地380米、凉潭村民组200

米道路硬化工程；对千亩至下边段沟渠进行清

淤硬化，先后修建千亩到姚村650米、姚村到田

湖180米、凉潭200米沟渠疏浚硬化项目，解决

下游种植户生产用水问题。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该村将田湖村民组

打造成美丽中心村示范点；开通城乡公交班

车，建成蔬菜文化、廉政文化2个广场；2023年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找回为抓手，将成片

撂荒地变成春季千亩油菜花海、秋季五谷丰登

的金色风景线，马鞍村容村貌有了显著改善。

未来，胡中峰将继续带领工作队和村“两

委”秉持实干为民的赤诚之心，以只争朝夕的

觉悟、踔厉奋发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韧性，牢

牢扭住发展蔬菜产业的思路不动摇，奋力谱写

好马鞍村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党建引领新征程“蔬”写振兴谱新篇
——记宣城市泾县琴溪镇马鞍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胡中峰

一心为民谋发展 实干担当勤履职
——宣城市泾县琴溪镇马鞍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胡中峰心得体会

2021年6月，宣城市政府办公室选派我到

泾县琴溪镇马鞍村任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队长。我自小在农村长大，来到马鞍村

倍感亲切，怀揣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让乡亲

们增收致富的梦想，团结带领工作队和村“两

委”以实干换实效、以真心换真情，重点在党建

引领、工作思路、产业发展、推进落实四个方面

发力用劲，开启了推进马鞍村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驻村期间的感悟有四个“牢牢把握”。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这条主线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基层党组织是

农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心骨、村级各项事

业的带头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基层党

组织不强、不率先垂范，如何得到党员拥护、群

众支持。为此我驻村期间持续打造“工作队、

村‘两委’、党员群众”三个头雁工程，持续推动

各种力量向一线汇聚；树立“向我看、跟着上”

的工作导向，带头深入田间地头，同群众打成

一片，亲力亲为、冲在一线，时刻将村“两委”、

党员群众捆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最大程度激

发党建动力；严格执行村“两委”一周例会制

度，认真研读乡村振兴政策文件，找准马鞍村

发展之策、落实之要；强化重点工作调度，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把支部班子捏成强有力的“拳

头”；组建党员活动之家，创建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定期开展党支部党建活动，拉近党员距离，

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特别是通过订单蔬

菜，鼓励身为党员的蔬菜种植户带头种植蔬

菜，打造马鞍村蔬菜种植最强“主力军”。

牢牢把握工作思路这个前提

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村里

工作千头万绪，乡村振兴应该从哪些地方入手、

怎么办、怎么干。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底数清、

现状明、问题准，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因

此，我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对全村住户走访全覆

盖，组织到附近先进村考察学习，先后多次召开

会议，逐一分析研究，“路演”工作思路可行性方

案，最终提出“1131”发展路径，“1”条道路：改

造、提升新—马路道路，对道路进行美化、亮化和

公交化。“1”条沟渠：畅通村内水系工程。“3”个产

业片：打造蔬菜、水果、粮食三个板块。“1”个中

心：建设集“冷链仓储物流、订购服务”等功能为

一体的蔬菜冷藏中心。目前“1131”发展思路已

成为马鞍村发展主线。

牢牢把握发展产业这个关键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没有产业的

振兴，乡村振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

展产业最重要的是立足本村实际，不能拍脑袋、

想当然。马鞍村一直以来都是蔬菜种植村，随着

人口老龄化和市场价格波动大，蔬菜种植户和面

积逐年萎缩，已不复往日胜景。如何让马鞍蔬菜

产业重获生机、让群众跟着我们一起干。我就带

着村“两委”打造蔬菜基地，2021年流转200亩

撂荒地建设马鞍村蔬菜基地，两年来大棚蔬菜区

实现有序衔接，露天蔬菜区实现分季轮作，长豆

角和高杆白菜成为马鞍村的“网红菜”。借助蔬

菜基地的引导示范，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

模式和农户签订订单式蔬菜，2022年和农户签

订110亩高杆白菜种植协议，直接带动农户增收

33万元，户均增收1万元。2023年订单式蔬菜

种植面积扩大至150亩。同时要考虑全村种植

生鲜蔬菜可能产生的滞销风险，千方百计引进农

产品深加工企业，2023年底规划建设近3千平

方米高阶蔬菜深加工项目，打造集“腌制、深加

工、仓储、销售”为一体的蔬菜产业提升工程，预

计2024年6月底正式投产。如今的马鞍村走出

了一条蔬菜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

牢牢把握推进落实这个保障

说一千道一万，落地见效最关键，规划思

路再好，不落实都是“鬼”话。决战乡村振兴，

勇在担当、贵在执行、重在落实。要对照既定

的思路，保持一以贯之的决心和毅力，敢于动

真碰硬、攻坚克难；制定时间表、细化路线图，

保持细之又细的耐心和韧劲，不断跟踪问效、

修正纠偏，善于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多

捧几回“烫手山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小落

细落实。通过两年多努力，马鞍村基层党组织

从弱到强、蔬菜产业从无到有、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村集体经济收入由来村时不到20万元，

增长到2023年的125万元，翻了5倍多；顺利

完成青弋江马鞍段防洪治理工程，从此江水漫

堤、洪水侵村的问题成为历史；先后完成322省

道入村160米道路“白改黑”、新修建道路1千

米、疏浚硬化沟渠1600米；开通城乡公交班车，

建成蔬菜文化、廉政文化2个广场；将田湖村民

组打造成美丽中心村示范点。

回首往昔，我们在学中干、干中学；立足今

日，我们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展望未来，我们

引吭高歌、奋力拼搏。挂职即将期满，未来我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将继续秉持实干为民的赤

诚之心，以只争朝夕的觉悟、踔厉奋发的态度

和持之以恒的韧性，继续关注马鞍村、帮助马

鞍村、建设马鞍村，为奋力谱写好马鞍村乡村

振兴的新篇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版稿件由省选派办提供）

2023年10月，马鞍村第一书记胡中峰和农户在泾县露天菜场销售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