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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生态环境改造到农产品规模
化生产，从解决村民就业到实现群众入
股分红……10月20日举办的首届“菁彩
青农”陕西省乡村振兴青年创业大赛决
赛舞台上，15名参赛者的精彩项目路演，
集中展示出了陕西青年群体服务乡村振
兴的突出成效。

由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农业农
村厅、杨凌示范区管委会、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主办的此次大赛，是“菁彩青农?山
水秦乡”2020年陕西省乡村振兴系列活
动的一个缩影。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共青团陕西
省委积极贯彻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立足自身
实际，积极主动作为，助推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按照“人才助农，人文
兴农，消费富农”的思路，动员各级团组
织和社会各界力量投身乡村振兴工作。

从形象征集、基层日志征文、摄影大
赛，到网聚三秦、乡村振兴青年创业大
赛、带货直播……“菁彩青农?山水秦乡”
系列活动以丰富立体的形式宣传乡村振

兴实效、推介当地文旅资源与特色产品，
搭建起贯穿全年、覆盖全省的陕西省乡
村振兴活动平台，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增绿。

人才助农 激发青年英杰干事活力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共青团陕
西省委主导举办的 6 期“菁彩青农”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网上培训班，面向驻
村第一书记、农村青年干部、新型职业
农民、涉农青年创业者以及家庭农场经
营者、农产品种植户人员，邀请农业专
家、电商大咖、创业顾问等专家学者展
开培训和考核，培训内容涉及种植技
术、涉农电商、国家政策解读、区域发展
优势等。同时，还线下培训 56 个贫困
县的创业青年 7700 人次，实现线上观
看 15万人次。

团陕西省委还积极举办各类品牌
赛事，通过搭建创业成就展示平台，激
发青年创业热情。已连续举办 8 届的
陕西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参赛项目累
计达 8439 个，其中农业项目达到 2356
个，参与农业创业青年 4245 人，带动

2.7万青年扎根农村创业兴业。
今年，大赛推进农业项目单独成赛

——举办首届“菁彩青农”陕西省乡村振
兴青年创业大赛，共吸引全省 260个项
目报名参与。通过大赛舞台展示和配套
服务，给予创业青年以政策、金融、培育
孵化、导师辅导、展示交流等支持与服
务。

人文兴农 放大乡村文化示范力量

一篇篇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扶贫

故事，一张张淳朴动人、色彩明丽的摄影
作品……借助丰富可感的形式，陕西省
乡村振兴工作得以全方位展示的同时，
也在青年群体中激发起助力乡村振兴的
文化能量。

乡村振兴，文化传承是根基。以展
示乡村人文发展为支撑，通过举办征文、
摄影大赛、“青年网络名人看三秦”等活
动，深入挖掘农林水领域的典型事迹，宣
传乡村振兴实效，推介当地文旅资源、自
然教育、农特产品，吸引了更多社会力量

投身乡村发展。
以摄影大赛为例，230 名作者的

2173幅作品覆盖了陕西省全部 12个市
（区）的乡村环境治理变化、水生态文明
建设、民生水利建设、农业农村产业、秦
岭生态保护等方面。基层日志征文活动
的136余篇、约25万字作品，则通过讲述
基层一线的先进故事，记录了陕西青年
助力脱贫攻坚的坚实脚印。

“在受访的两家农户，我们看到了
他们脸上的喜悦，收入增加了，生活条
件也好了起来，脱贫致富带给整个农村
带来新变化。”历时 3个月的“青年网络
名人看三秦”活动中，参与活动的“大
V”旅行美食君在微博中感慨。活动
中，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段小龙与多名
青年演员受邀通过微博同步发声；10
名自媒体“大 V”则先后深入关中、陕
北、陕南多地参观采风，以青年的“网言
网语”传播人民群众在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中的奋斗“亮点”，以图文、视频的
形式直播记录。据统计，活动的微博阅
读量、参与话题讨论达到 1.6 亿人次和
4.6万次。

消费富农 发挥“互联网+”聚合效应

“数字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
具，直播成为新农活。”通过开展陕味直
播间、“向善的力量?团团大集”——青春
为陕西代言消费扶贫等活动，为陕西优
质特色农产品展开推介代言。

活动中，影视明星、主持人、网红主
播等优秀青年代表纷纷走进直播间，为
国家扶贫平台遴选出的 50余种消费扶
贫产品、陕西农特产品发声、带货。先后
累计有 4000多万人次进入直播间，点赞
数 315万人次，带动产品交易额过千万
元。

一次次浏览、一笔笔订单，为脱贫攻
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共青团陕西
省委将继续认真履行乡村振兴战略，助
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共
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段小龙表示，下一步，
陕西共青团将以培养新型农村青年人才
为基础，以展示乡村人文发展为支撑，以
消费扶贫促增收为抓手，培养更多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青年队伍。

（中国青年报）

陕西共青团：
握紧奋斗“接力棒”踏上振兴“新征程”

“各位青年，请大家从共青团初心稻
田中，摘取一粒稻谷，剥开它的外壳。”10
月田野铺金，位于苏州相城区的稻香小
镇望亭镇，“强富美高”新农村青年学习
社线路迎来了来自相城区的 99名团干
部。

在线路的“沉浸式”农耕体验环节
中，全国乡村创富好青年林亚萍向青年
们讲述一粒米的成长故事：“大家仔细观
察，在这粒微黄稻米的前端，有一点白
色，那就是一颗稻谷作为种子最具有生
命力的地方，是它的胚芽。”大伙儿听得
津津有味。

感知农事不易

“欢迎各位青年来到稻香小镇望
亭。”在苏州御亭现代农业产业园总控中
心，作为全国青年文明号的一员，导学员
小朱介绍起自己工作的地方“如数家
珍”。“大家知道原来水稻灌溉的流程是
怎么样的吗？在望亭，只需要通过这个
青年研发的智慧农业平台，点点鼠标，就
能瞬间了解。”

青年是科技兴农的最主要力量。这
边，青年们正操作着智慧农业平台，那一
边，新农人朱赟德讲起了回归农田的小
故事：“小时候我幻想过自己做老师、做
会计、做工程师、做科学家，但是我从没
想到过自己会种地。”

最开始只是为了减轻从事农业生产

的父亲肩上的担子，大学毕业后，朱赟德
回到了望亭。“记得刚到望亭的时候正是
水稻需要除虫，二三十人在田边背着药
箱拖着长长的皮管打药。偶然听闻有进
口植保机械可以在田间行走，我想也没
想，立刻开车去湖州、南京考察。”当时这
种机械全国只有几台，没人敢用，是朱赟
德建议父亲试试。从此，一个驾驶员搭
配一个配药人员，两人一天就可以植保
两百多亩地。

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朱赟德的
胆子“越来越大”，自己配置肥料制做营
养土，将无人机开到田间地头，今年在插
秧的时候，他甚至动起了无人驾驶的脑
筋，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运用到了水稻
种植中。“我的这些小技巧，周边的农户
看了直夸好，所以我全部无偿分享，只有
大家都富裕了才算共同富裕”。

如今，像朱赟德这样的青年新型职
业农民，在望亭镇共有 53 位，每一位都
可以分享自己独有的初心故事。

创意力量无限

“太湖美”名动天下，如何让“北太湖
的美”也家喻户晓？团干部们步行来到
南河港寻找答案。由青年文明号主导，
从农家乐试水，再到乡村咖啡馆、品质民
宿，两年间，“食味南河港”青创街区变得
热热闹闹。

“稻花香”遇见“茶香”“咖啡香”。相

城区乡村振兴好青年陈建在苏州从事酒
店工作十多年后，将自己所爱与所学结
合，在北太湖畔筑建起人文民宿。一幢
民宿寸土寸金，他却将这唯一的阳光房
预留出来，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青年
学习社”，每个周日晚上 6 点开始，总有
来自不同行业的青年相聚于此，一起阅
读谈天畅聊发展。

在南河港乡村会客厅，团干部们被
木耙、石槽等“老物件”吸引。客厅一角，
农业科普问答“点唱机”吸引大家作答。
扫一扫墙上的二维码，还能听到闻声寻
史·青话望亭线上团课。

走出小小的场馆，吴乐响起，迎湖村
的青年们跳起了《印象·望亭》情景剧选
段插秧舞。编舞的是新兴青年郑春，她
与 61名望亭青年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
情景剧，展示了江南水乡田园的美丽风
光和运河儿女勤劳奋斗的故事，去年还
登上江苏大剧院的舞台。

“全省第一的网格员”是郑春在今年
疫情防控中得到的赞誉，她利用“共青团
进网格”的机会，登记采集返苏人员信
息，在“江苏微网格—疫情防控”全省网
格员中排名第一。
望亭镇迎湖村团总支书记龚继平是场馆
的负责人。“馆外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南河
港，馆内是没有遗忘的儿时记忆，新旧对
比间，可以让青年牢记改革开放来时
路。”

用青春描绘美丽乡村

“这里的墙绘能动起来！”在美丽乡
村仁巷，24幅标志着“青年手绘乡村”的
墙绘，让团干部们眼前一亮。围绕“节气
美好”，墙绘由来自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的大学生们历时 6个月时间精心
创作。“活用太湖自然资源与稻作文化探
索实践，让我们用设计驱动、创意落地、
文旅融合、公益创新来推动”。绘画启动
前，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视觉传
达学院院长汪维山隔着屏幕，通过云端
介绍经验与理解。

在绘制美丽乡村过程中，大学生们
别出心裁地把农村墙壁作为弘扬文明的
文化载体，以图画、诗歌、谚语等形式，传
播社会公德、科普知识以及政策法规等
内容，精心打造图文并茂、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化墙”。苏州首组会动的墙绘在望
亭北太湖落地，并对最后仁巷获评省级
特色田园乡村，做出了巨大贡献。

青农讲堂、共青团初心课堂、稻香书
吧、快递小哥加油站、稻香市集……在北
太湖旅游风景区，“家”系列阵地目不暇
接。

苏州御亭现代农业产业园团支部书
记胡晓雯说：“以青春阵地为依托，我们
联动北太湖文旅课堂、企业沙龙、巾帼学
堂开展各类活动，还经常举办农技培训
等活动，共同助推望亭高质量发展，服务

乡村振兴。”
团干部们在共青团初心课堂落座

后，一段截取自新闻联播的短片，讲述了
望亭青年袁传伟“一个人扛起整条生产
线”的感人故事。

没有PPT，“绽放战疫 青春·坚定制
度自信”讲师团成员袁传伟用质朴的语
言向青年们讲述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坚
守。

在北太湖青年学习社，团干部们争
相和代言人“悠米”合影。“通过今天的寻

访，青农强基、青创富民、青绘美景、青聚
高志，我近距离感受到了‘强富美高’新
农村的样板，体悟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
能为、善为、可为之处。”相城区团区委工
作人员张镱玟说。

在初心田中，林亚萍介绍：“这粒稻
谷，我们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一点水
分、温度和养分，它就可以发育成一颗秧
苗，秧苗被移栽到田中，很好地管理它，
可以长成一捧稻穗，就是说，一粒稻谷能
长成一碗饭。” （中国青年报）

走进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光
辉村，宽敞整洁的街道、白墙蓝瓦的民
居、整齐划一的栅栏映入眼帘。眼下，正
是秋收的时候，村民翟玉珍把从地里拉
回来的玉米码成垛。拾掇完玉米，她赶
紧忙着喂牲口。“现在干活虽然累，但心
里有奔头。”

翟玉珍的公公瘫痪在床十几年，丈
夫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家里还有两个
孩子。前些年老人看病，欠下不少外
债。就在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国家
精准扶贫政策和黑龙江大学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进驻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老人办了医疗保险，看病自己掏不
了几个钱，扶贫工作队给我安排了公益
岗位，一年能挣一万多元。他们经常到
家里看老爷子，鼓励我们养牛、养鹅增加
收入。听说孩子英语不太好，工作队联
系西语学院党支部与我家对接，一对一

帮扶，派老师给孩子补习。”坐在炕头上，
翟玉珍细数着家里的变化。“不只是我
家，全村也大变样，生活环境好了不说，
在他们的带动下，贫困户有了精气神儿，
干劲十足。”

改变，并非易事。刚到光辉村的时
候，黑龙江大学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记安树宝面临的难题真不少：村党组织
软弱涣散，规章制度建设不规范。个别
贫困户躺在扶贫政策上“等靠要”，贫困
户和非贫困户存在矛盾……“想要开会
研究下村里的扶贫工作，人根本到不
齐。”

“扶贫攻坚，先要建强村党支部，发
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有凝聚
力、战斗力才能有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
号召力。”安树宝的想法得到了学校党委
的大力支持。为加强光辉村党支部建
设，黑龙江大学党委与光辉村党支部结

成对子，以党建为引领，发挥高校优势，
开展科技、教育、产业等方面的智志双
扶，助力脱贫攻坚。

“村里搞主题党日活动和我们老百
姓有啥关系？”头一次去村里开会，村民
时淑娟心里还纳闷，到了之后才感觉收
获特别大。“学校教授给我们讲党的扶贫
政策，让我们利用小菜园，种油豆角，搞
庭院经济。”听了讲座后，时淑娟活心了，
找爱人合计：“爹岁数大了，你身体不好，
也不能出去打工，靠 10多亩地一年也就
收入 6000多块钱，国家这么帮扶咱们，
自己也得加把劲儿。”第一年种植，时淑
娟尝到了甜头。“冯国军老师研究的这个
豆角品种结的多还好吃，不愁卖，今年种
了12垄，卖了将近3000块钱。”

“农村党建必须结合农村时令和农
民需要，绝不能流于形式。”安树宝说。
驻村工作队利用校村联合开展主题党日

的契机将学校科研成果引进村里，邀请
专家讲解豆角、玉米、大豆种植。机电工
程学院退休老党员石广范主动为村民播
种机免费安装监控器，实现播种精准。
学校财务处、审计处党员干部进村指导
村级财务、扶贫项目管理。哲学学院党
员进村进行乡风文明培训等。

在“请进来”的同时，驻村工作队还
组织党员干部“走出去”。今年 4月，光
辉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和党员发展对
象走进黑龙江大学，参加学校第 57期入
党发展对象培训班，与学校师生面对面
的交流。通过和学校财务、纪检等基层
支部互访学习交流，村两委成员开拓了
眼界，树立了规矩意识、自律意识。“听了
讲解，深刻认识到党建工作对于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党员发展对
象杨晓丽说。

在光辉村村部有一个爱心超市，从

米面粮油到针头线脑，老百姓过日子用
的东西一应俱全。驻村工作队队员王运
来讲述，超市里的东西不用花钱买，要用
积分换。“知晓宣传政策、参加集体活动、
勤劳致富、自家洁净、孝老爱亲都能得到
积分，别看都是些小事，发挥作用大着
呢。”扶贫扶志，通过爱心超市，不仅加强
了驻村工作队、村两委与村民的走动交
流，同时引导村民践行村规民约，激发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共建扶贫一条线，党员教育是实
践，发挥作用起示范，扶贫工作好开展，
组织生活要经常，三会一课紧跟上，党员
教育把群建，务工党员看得见，重温誓词
写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在光辉村
老党员龚洪柱的日记本上，除了详细记
录着村里开展支部活动的情况，还有一
首赞黑龙江大学工作队的诗。龚洪柱感
慨地说：“以前村里都是打麻将、喝酒、唠

闲嗑，现在跳广场舞、打篮球、做志愿服
务。”

党建引领，黑龙江大学驻村工作队
紧紧依靠当地党和政府，结合光辉村实
际，充分发挥省级扶贫资金作用，购买机
车，建设扶贫基地，实现了12.5万元的年
收益。带领村两委班子在光伏电站、扶
贫产业、机动地等三资清理工作上，细化
管理，严格落实，村集体经济从 2016年
的10余万元到目前有130余万元。2019
年5月，光辉村脱贫摘帽。

“脱贫之后，黑龙江大学驻村工作队
工作重点将由扶贫向乡村振兴转变，将
经济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黑龙江大
学党委副书记蒋晶洁说，“前段时间我们
组织艺术学院去调研，正在形成规划，围
绕光辉村的特色，打造美丽乡村，发展乡
村旅游。”

（光明日报）

让年轻人在稻香中感悟初心

党建引领扶贫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光辉村旧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