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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三农”情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2022 年 10 月 26 日，党的
二十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外出考
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陕西
延安，看看老乡们脱贫后生活
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乡村
振兴怎么搞。总书记强调，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
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
越来越红火。
    人民至上。人民领袖的“三
农”情怀再次写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
   “总书记很关注农业科技。
咱现在‘科技范儿’种粮，天
上‘北斗’帮忙，地上‘大铁
牛’作业。”黑龙江抚远市玖
成水稻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袁胜
海难忘，“2016 年总书记来
到咱合作社，察看机械插秧，
还登上一台插秧机体验操作。
机械的工作原理、购买价格、
插秧效率等，总书记问得深，
点得透，一看就是行家里手，

对农民有感情。”
   “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
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
从基层一路走来，乡村那些人、
那些事，装在总书记心里。
    大棚里、田埂上、果树间、
农舍前，看账本、话家常，耐
心听、细致问。“不让种粮农
民在经济上吃亏”“让乡亲们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不仅城
镇要好，乡村也要好，乡村城
镇一样好”……爱农重农、兴
农强农，深深牵挂。
   一个“悬崖村”，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惦念着。
   2017 年全国两会，参加四
川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谈到
有关这个村的新闻报道：“看
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
揪心。”曾经的“悬崖村”，
村民进出只能靠峭壁上藤条和
木棍编成的 17 段“藤梯”。
   2022 年全国政协农业界、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
组会上，总书记仔细端详照片，
看到昔日摇摇欲坠的藤梯已换
成稳稳当当的钢梯，总书记关
切地问：“乡亲们都下来了吧？

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下山
住了吧？”
   为了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
红火，不畏严寒酷暑，不惧山
高路远，再忙也要挤出时间。
   “8 年来，我先后 7 次主
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
50 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
遍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
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
况……”
   最深的牵挂，最坚定的决
心。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完成了
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
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
迹！”
   脱贫攻坚连着乡村振兴这
步更大的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
兴。”“现在从整个国家来讲，
实现了全面小康，接下来要走
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的
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农村就
是要推进乡村振兴，方方面面
都还要芝麻开花节节高。”
   农业现代化咋实现？

   2020 年全国两会，在看望
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
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个特
别的词——当年在陕北黄土地
上，乡亲们告诉他，最大的期
盼就是“将来干活挑着金扁
担”。
   “‘金扁担’，我把它理
解为农业现代化。”强国必先
强农，总书记的目光看向更远
的未来。
   春光融融，延安市安塞区
高桥镇南沟村果园里，果农们
正忙着剪枝、清园。
   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张润生
记得真切：“去年 10 月，总
书记来到果园里，和我们拉心
里话，询问种植技术、采摘方
法、品种质量、销售价格、村
民收入以及如何发展苹果种植
和其他产业等，并关心灌溉和
用水问题，称赞说，‘这就是
农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
的产业发展方向。’”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2.4%，全产业链产值超百亿
元的产业集群达 118 个，放眼
广袤乡村，这十年，总书记考

察过的小苹果、小茶叶、小木
耳、小黄花……一个个“土特
产”变身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大
产业，乡亲们的“金扁担”越
挑越稳。
   乡村未来什么样？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总书记念兹在兹。
   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四
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
村风景如画。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
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
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视频连线向乡亲们、游客
们拜年时高兴地说。
   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疫
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农家
乐又火起来，游客越来越多，
日子越过越红火。”
    水变清、路变畅、网变快，
公共设施提档升级，“环境美”
携手“生活美”。正在书写农
业农村现代化答卷的村村寨
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太行山村筑路人：一座山 
一条路 一个梦

    大峡谷内，青龙峡
村，村民们为了改变家
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700 多个日夜，用双手
在石山里凿出一条承载
致富希望的旅游路。
   今年 45 岁的牛何松
是山西省壶关县大峡谷
镇青龙峡村后脑自然村
人。地处太行山大峡谷
的后脑自然村旅游资
源丰富，却因交通不便
难以发展。2017 年，
在报社工作的牛何松看
到许多乡村脱贫致富的
成功经验后，产生了在
家乡修建旅游步道的想
法。
   修好这条山路也是
村民们几代人的梦想，
但太行山地势险峻，大
型机械上不去，修路只
能依靠人力，难度太
大。牛何松没有被地势
吓倒，他坚信路一天一
天修、一寸一寸修，就
一定能修通。下定决心
的他毅然辞职返乡，号
召村民一同修路。大家
一起上山勘察，一起想
办法，一点点克服困难。
慢慢地，加入修路的村
民越来越多。
    牛何松和村民们劈
山取石，砌出了一级又
一级台阶，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山头。截至 2023
年 2 月，村民们在石山

里修通了 3500 多米的
旅游步道。上千级台阶、
10 万多块石头，承载着
大家致富的希望。
   后脑自然村村民们
修路的故事在当地传为
了佳话，当地县乡两级
政府一些部门单位纷纷
捐赠物资、资金，2018
年底，当村民们为资
金犯难时，壶关县和大
峡谷镇分别援助 3 万元
和 2 万元。社会上一些
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
手，送来矿泉水、米面、
简易床、帐篷等物资。
   旅游步道把后脑自
然村和邻村多处亟待
开发的旅游景观连接起
来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旅游山路网，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来游玩，许多
村民也借机开起了农家
乐，卖起了土特产。
   随着旅游步道的修
通，村民们得到了实惠，
越来越多村民参与到开
山修路中。目前，村民
们加紧修建通往山巅景
点的步道，未来他们还
计划修通半山腰上的绝
壁栈道。
   春日里，群峰交错
的太行山间，山风像小
刀一样。村民们的修路
热情，却在群山中沸腾
着。

蒋清金：一位“倒贴”村支书的
乡土情怀

    3 月 27 日一大早，新宁县马
头桥镇石洞村党支部书记蒋清金
像往常一样到村部去值班，刚到
门口，便迎面碰上一组供养老人
蒋松阶。“满伢子，你来得正好，
我家大门出行不便想在侧面开条
小门，请你帮个忙，行不？”望
着老人期待的目光，蒋清金一口
应承下来：“好，这几日喊个师
傅来帮你做，钱由我出。”蒋松
阶咧开嘴乐道：“我就晓得你满
伢子不会让我失望。”
    “满伢子做事公正，为人热
心，平时还为我们免费换灯修电
器，给老人免费交电费，这样的
好支书我们大家都拥戴。”在石
洞村，说到蒋清金，当地群众都
竖起大拇指，几乎每个村民都能
说出一段关于他的故事，道出他
对村民们的一片真情。
     1974 年生的蒋清金在家排
行最小，年长村民都亲昵地叫他
“满伢子”。
    2000 年，在广东务工的蒋清
金夫妇返乡，在马头桥镇街上开
店，销售并修理摩托车、电动车。
蒋清金人缘好技术佳，生意风生
水起，将门店从1个做到了 3个。
    他父亲是老党员，生前常教
育子女们：做好事做善事，睡觉
都会笑；做坏事做恶事，睡觉都
会做恶梦。这句话，铭刻在“满
伢子”的心里。
    这些年，他好事做了一箩筐，
仅跳下河渠救人的事就发生了 4
起。他做好事不留名，不求回报，
被乡亲们称为“无名英雄”。开
店后，他总能找到好的由头，给

顾客最优惠的价格。他待人和善
技术好，且不重利，十里八乡的
人总是喜欢找他来修车。他的门
店，常出现排队现象。
   他的车里常备各种维修工具，
不管谁遇到难题，只要他力所能
及，他必定第一时间赶到乡亲家
帮助解决，从来不要报酬。
    后来，村里只要哪两家发生
纠纷了，村干部和纠纷双方都要
喊“满伢子”回村帮忙。村民说：
“满伢子热心公正，他来处理，
我们信服。”
    这些年，他经常在几个村为
村民服务，注意到附近几个村发
生了巨变。但是，石洞村的基础
太薄弱，变化太小。他深感担忧
的同时，极力支持村里的建设，
出钱又出力，绝无二话。
    “满伢子”的所做作为，石
洞村前两届老支书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他们悄悄向镇里汇报，
引起了镇里的关注。
    “年长的村民喜欢叫我‘满
伢子’，我觉得特别亲切。如果
他们哪天不这么叫我，说明我与
父老乡亲疏远了。”蒋清金憨笑
着说。
   曾经，石洞村村民之间的矛
盾较多。蒋清金上任后，常说：“如
果天天坐在办公室，会感觉到处
都是麻纱。只要你走到群众中去，
到处都是办法。”
   “满伢子”上任后，绝大部
分时间，他不在村民家，就在去
村民家的路上。“满伢子”来了，
村民们都喜欢与他聊家常。聊着
聊着，他知晓了村民的困难诉求，

宣传了党的政策。
   “满伢子”的电话，成了老
人们最喜欢打的服务热线：身体
不舒服，打他电话；要换电灯修
线路，打他电话……“满伢子”
从不厌烦，热情帮忙。逢年过节，
“满伢子”都自掏腰包买礼物，
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老党员、
老村干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出
资缴纳电费。
   2021 年，村里的水管员蒋开
良因查出患有癌症急需用钱，而
村里相应的资金还未拨付到位，
导致蒋开良的 1.6 万元工资未完
成支付。知情后，“满伢子”立
即从自己卡里取出 2 万元，送到
蒋开良手中，让他安心治病。
    2022年年底，石洞村“两委”
干部惊讶地发现：为促进村里的
工作，蒋清金个人支付的各类费
用，仅有记录的就达 9.3 万元。
而他们估算，蒋清金实际贴的钱
已经达到 20 多万元。蒋清金当
众斩钉截铁地表态：这些钱，不
要村里还！
    “蒋书记，上任才两年多，
你已为村里的各项工作倒贴几
十万了，你图的什么呢？”“我
们村底子薄，基础差，我只是想
为村里的发展，为乡亲们能够过
上好日子尽自己的一点力。”面
对笔者的疑问，蒋清金解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