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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门问暖纾民困 让关怀更贴心

“村里又疏通排水沟渠了，今年雨
再大也不怕了！都能排下去。”双龙村
的冯大爷一边在田间耕作，一边发着感
慨。年初，新立乡双龙村为了群众汛期
排涝顺畅，认真排查排水渠的淤堵点，
雇用挖掘机清淤 1800 米，做到未雨绸
缪。双龙村清理排水渠是新立乡“敲门
暖心”活动的一个缩影。新立乡把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基层治
理的首要前提，组织开展了“敲门暖
心”活动，由党委书记牵头，党员干部
深入田间地头听民声、街头巷尾集民
意，真心实意解民忧。从孤寡老人的
柴米油盐、留守儿童的看护照料，到邻
里间的鸡毛蒜皮、破损街路的修缮改
造，党员干部们化身为移动的“民情雷
达”，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
口，让群众真切的感受到了政策宣讲
有人上门、困难需求有人记录、矛盾疙
瘩有人调解。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
困扰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54 件，经研
判分析，现已解决25 件，剩余问题也在

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田间课堂传农技 让增收更有底

夏日炎炎，正是水稻管护的关键时
节。高级农艺师邢耀国正蹲在地头，手
把手地指导着丰产村的农户们高温季
节水稻管理策略。“以前靠老经验，产量
不稳定。现在有了专家到田头来教，啥
时施肥、咋防虫害、怎么应对高温，心里
明明白白！”种植户老李笑得合不拢
嘴。新立乡将本土人才培养深度融入
乡镇党校工作，把“我要讲什么、群众想
听什么”相结合，走访群众创业、养殖种
植等需求，挖掘域内土专家、田秀才和
技术骨干组建了一支由农技专家、党员
致富带头人、产业能人等组成的“助农
先锋队”，开设田间微课堂，技术进村服
务到田。截至目前，组织开展水稻玉米
种植培训、农机具操作维修、特色种植、
牛羊养殖等送技服务70 余次，“助农先
锋队”的足迹踏遍了新立乡的田野棚
舍。通过精准的技术服务和产业链对
接，公平村、山丁村的水稻种植分别被
评为了全国”“一村一品”和全省“一村

一品”，朝天椒、蚯蚓鸡等特色种养方兴
未艾。

巧理云鬓细梳妆 让家园更宜居

车辆一驶入新立乡，新修建的便民
服务区便会映入眼帘。两座凉亭里正
热闹：一个凉亭中扑克打得热火朝天，
另一个凉亭里象棋对局激战正酣。旁
边古朴的长凳上，围坐着一群老人，正
你一言我一语地追忆往事，时而兴高采
烈，时而感叹不已。整齐的树木错落环
绕，为这幅温馨画面添上宁静的绿意。
然而，半年前这里还是雨天积水雪天打
滑，歪七扭八的树木挡不住风沙的低洼
三角区。今年以来，新立乡以街区改造
为切入点，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积
极向双辽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市林
业局等部门申请项目或资金，整合资
源对中小学西侧的三角区进行了集中
改造，垫平低洼土地、重新栽植树木花
草、修建凉亭和普法宣传长廊等，既为
村民茶余饭后休闲、家长接送学生等
候、老人锻炼养身提供了场所，又转变
了三角区以往常清常乱的被动治理局

面。与此同时，新立乡组织各村开展
村庄集中清洁行动，针对易产生生活
垃圾乱倒现象的节点栽种花草，在易
堆积建筑垃圾的点位安放便民座椅，
有效引导村民养成定点、分类投放垃
圾的良好习惯。落实门前三包、道德
银行赋分、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评选等
工作，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发
群众热情，主动参与“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中。党员带头干、网格化管
理、全员齐参与，新立乡正在“巧理云
鬓”的精细功夫中，绘就着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新画卷。

躬耕不辍，情暖热土。新立乡通过
党建引领，推动干部下沉至一线、服务
延伸至末梢、治理融入至日常。叩门问
暖、纾解急难；田间课堂、赋能发展；巧
理家园、扮靓生活……每一项具体的工
作都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提升基层治
理效能、增进民生福祉的磅礴力量。在
这里，“让群众满意”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而是融入日常、做在经常的具体行
动，奏响了一曲党群连心、共建共享的
优美乐章。

党徽闪耀映初心 基层治理暖民心
——双辽市新立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张鹏 通讯员 蒋鑫

7月气温高、雨水多，花生植株生长迅速，田间管理十分关键。这是梨树县林海镇的农户正在给花生施肥。 记者 魏静 摄

黄忠伟所在的小龙村是百色市田
东县的芒果规模化种植区域之一。田
东 县 地 处 右 江 河 谷 腹 地 ，这 里 有 着

“中国芒果之乡”之称，全县芒果种植
面积 34 万多亩，小芒果成为村民增收
的“黄金果”，芒果产业覆盖县里 10 个
乡镇约 1.5 万户家庭。

近些年，在政策支持和地方持续
发力下，百色芒果持续打响品牌。“现
在百色芒果有多个畅销品种，依托粤
桂协作机制，田东县不断引进企业入
驻，构建起芒果全产业链。”田东县商
务局副局长苏一考说，小龙村种有近
1 万亩芒果，去年利用粤桂协作资金
升级了基地“硬件”，正着力建设集采
摘、康养、研学于一体的芒果小镇。

田东县县长韩启强说，围绕芒果
这一核心产业，田东县不断加强现代
化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引进精
深加工企业提升产业效益，还通过直
播带货、社交媒体推广、平台合作等
多元方式，线上线下销售网络高效联
动，让田东芒果香飘全国。

“村里这两年芒果销售如何？”面
对记者的提问，黄忠伟拿出手机展示
了他对接的采购商、店铺以及其运营
的电商平台等。“去年我们合作社销
售额突破了 1500 万元，除了传统的线
下采购，相当一部分是走电商渠道外
销的。”黄忠伟说。

在黄忠伟的手机里，一个排列了
多个 AI 手机应用的页面引起了记者

注意。“我装了 10 多个和人工智能相
关的 App，主要用来做直播带货，其中
有的用来写剧本，有的用来生成、调
试 视 频 ，有 的 用 来 模 仿 我 生 成 数 字
人。”黄忠伟解释道。

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
说，近些年，为了拓展本地芒果销路，
田 东 县 成 立 了 电 子 商 务 协 会 ，吸 引
300 多家电商参与。开网店、搞直播、
请主播……许多“新农人”在农业部
门、协会等带动下，一边继续钻研芒
果种植技术，一边不断尝试“触网”经
营电商。

“新鲜本地芒，皮薄肉多甜度高，
大家赶紧下单”“刚刚采摘下来芒果，
香 甜 多 汁 ，打 包 好 马 上 就 能 发 货
了”……在一电商平台上，田东县的

“新农人”走进田间地头热情地介绍
当地芒果。借助众多网络平台，甜蜜
的芒果热销全国各地。

“如今，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
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的

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少农民摇身一变
成为‘网红’，人工智能也成为乡村的
新鲜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 农 村 社 会 事 业 促 进 处 处 长 龚 平
说，针对新形势，广西农业农村系统
通 过 举 办“ 头 雁 ”培 养 培 训 班 等 形
式，不断加强专业培训和科技赋能，
助力各地因地制 宜 拓 展“AI+ 农 业 ”
的应用场景。

作为参与多期培训的学员，黄忠
伟也成为果农们经常咨询的“科技达
人”。去年以来，除了政府部门、协会
等组织的培训，黄忠伟经常利用晚上
时间上网课，学习 AI 知识。今年，已
熟练使用多种 AI 大模型的他还在家
里搭建了一个配有绿幕的直播间。

“现在技术更新很快，对于我们来
说是挑战，也是机遇。”聊起未来规
划，果农黄忠伟说，“有了 AI 助力，后
续我们计划搭建直播矩阵，这样村里
的芒果销路就更广了。”

（雷嘉兴）

AI助力芒乡果农扩销路
——广西田东乡村振兴见闻

“怎么拓展水果销路？”“稻
叶长斑用什么药？”广西三江侗
族自治县平流村的鼓楼前，200
多名村民拿着手机学习使用AI
工具。指尖敲打，答案迅即出现
在屏幕里。这是我们开设的AI
课上的一幕。参加培训的村民
感慨：“手机不只能刷短视频，还
是新农具。”

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版图
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也需
要社会力量参与。在农业农村
部指导下，我们发挥在技术、信
息服务、大数据等方面的优势，
打造一款小程序，赋能乡村建
设。一个数字化工具，能为乡村
带去什么？

畅通了信息。维吾尔族小
伙小萨看到我们和电商平台合
办产销对接班的信息后，带着老
家新疆叶城县的核桃来到北
京。经过对接，他开始把产品卖
往全国。

连接起服务。四川古蔺县
李家寨村，洪水毁坏了部分通
信 杆 ，村 民 在 线 上 平 台 反 映
后，不到两天就全部更换。如
今，村民有什么诉求，通过平
台发布，不超过 1 天，问题就
会得到处理。

联结着情感。2024 年底的
广西万村篮球赛中，平流村通过
平台筹集款项、发布球讯、组织
后援，全村齐心协力，最终村里
的球队取得自治区第三名的好
成绩。村民把报喜的帖子发到
平台上，村子只有几千人，但帖
子浏览量达4万多次。

数字技术具有极强的延展
性和渗透性。带有平台性质的
小程序，使得外出工作和留在村
里的村民在云端相聚，也将一个
个小村庄与世界相连。村里大
情小事都在上面公开，大家的事
大家商议着办。数字化，让信息
触达效率更高，让事务办理更透
明，更有效地调动了村民的参与
积极性。4年多来，我们打造的
村级服务平台已覆盖全国8.2万

个村庄，为 1600 余万村民提供
服务。

当前，我国已实现“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不过，数字
化不仅要看安装了多少硬件，更
要看解决了什么问题、增进了
多少福祉。让数字技术真正成
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
擎，必须扎根土地打造和完善
应用场景，也需要在提升农民
数字素养上下功夫，让他们愿
用、会用、善用。

近年来，我们开展面向乡
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 体 带 头 人 的 公 益 培 训 项
目 。 截 至 去 年 底 ，累 计 培 训
超 11 万 人 次 。 AI 浪 潮 席 卷
而 来 ，我 们 在 小 程 序 上 接 入
AI 助 手 ，开 发 针 对 农 村 场
景 的“ 小 耕 ”AI 智 能 体 ，还
在 广 东 、广 西 、山 东 、四 川 、
湖 北 等 地 开 设“ 给 乡 亲 们 的
第 一 堂 AI 工 具 课 ”。 有 农
民 咨 询 花 生 追 肥 时 间 ，得 到
AI 结 合 实 时 气 象 数 据 给 出
的 答 案 后 ，不 由 惊 叹 比 农 技
站 还 快 。

在此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
到，把AI送到田间地头，让乡亲
们像使用农具一样顺畅地使用
AI，不能止于工具下乡，还要构
建一套“人人会用、时时能用、普
遍适用”的乡村 AI 服务体系。
而这，正是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
深层挑战。摸清需求、查补短
板，加快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
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它
们，可以成为村干部的“智能外
脑”、村民的“种地帮手”、孩子们
的“数字伙伴”。

数字乡村建设，互联网企业
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让数字
红利更多更好惠及农村群众，我
们有优势，也有责任。截至去年
底，农村网民规模达 3.13 亿人。
庞大的用户群体和丰富的应用
场景，是服务升级、技术进步的
助推器。

需求在生产生活中萌生，
模型在服务民生中优化，价值
在农民笑颜里绽放，数字技术
与乡土中国的双向奔赴，路长
且艰。只要科技向善的初心不
变，迎来的必将是生机盎然的
数字乡村。（作者为腾讯“为村耕
耘者”项目负责人）

数字浪潮中的乡土回响
陈圆圆

块状聚乙烯原料经高温熔融，拉
伸出晶莹的丝线，在数控经编机的精
准编织下，化作一张张五彩斑斓、韧
性十足的绳网产品。夏日里，走进
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山东
金冠网具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
鸣，工人们加紧赶订单，一片繁忙
景象。

“这是我们与高校联合研发的深
海养殖智能网箱，绳网内嵌5G信号
传输导线，具备智能感知能力。”山东
金冠网具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书
峰指着一款产品说，这如同给渔网装
上“神经系统”，可实时监测水质、温
度、盐度等养殖环境数据，订单排到
了两个月后。

绳网是惠民县的主导产业，全县
集聚绳网企业 4257 家，产品种类涵
盖建筑、体育、渔业等8个系列320余
种，远销全球 100 余个国家和地区。
2024 年，惠民县绳网产业集群实现
产值302亿元。

当地绳网企业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坦言，近年来绳网产业快速发展中
也面临“成长的烦恼”，如房地产行业
下行导致占比较大的建筑绳网需求
不振，同质化竞争加剧带来产品附加
值偏低，行业高端人才难引进，品牌
知名度不高等。为此，惠民县政企协
同发力新赛道、拓展新领域、深化产
学研，推动传统绳网向新型绳网转
型，传统制造向高端研发升级，让传
统绳网产业焕发新活力。

2009年开始做绳网的山东滨州
腾龙化纤绳网有限公司，原来专注于
建筑遮阳网、安全网的生产，受传统
绳网市场饱和影响，2024 年企业主
动转型，投资 3000 多万元建起标准
化篷布生产车间。公司经理李延振
说：“公司还加快系统化研发，推出的
阻燃篷布、荧光篷布等产品受到市场
欢迎。”

借助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惠
民县绳网产品合格率明显提升，海洋
养殖网箱、再生聚酯纤维网具等 53
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
也让企业开拓出新的市场。山东省
惠民县兴畅化纤绳网有限公司近两
年推出游乐绳网、家居绳网等新产
品，公司建筑绳网占比从 90%降到
40%。

惠民县还推进“互联网+绳网”
双网融合，建成绳网产业数字化互联
网平台“汇绳网”，目前已发展淘宝村
29个，绳网电商3200家，年线上交易
额突破30亿元，引领产品走出去、卖
全球。电商平台不仅拓宽了销售渠
道，还吸引大量青年返乡创业，推动
产业数字化转型。

特色产业兴旺，有效带动群众共
富。惠民县通过“企业+村党支部+
农户”的方式，建设“红网工坊”，即
由村党支部牵头整合村集体闲散
土地，租赁给绳网企业，村民可以
利用空闲时间，在村里“红网工坊”
车间进行手工制作。“像这样的工
坊，全镇已建成 32 个，带动村集体
年增收 60 余万元。”惠民县李庄镇
党委书记李鹏说。

如今，惠民县绳网产业形成了以
李庄镇、姜楼镇为核心，辐射胡集镇、
辛店镇等的发展格局，涌现出绳网特
色产业村122个，超过12万人从事绳
网加工生产。

惠民县委书记王玮说，惠民县还
推动绳网产业向上下游发力，上游瞄
准原材料供应、仓储物流等进行精准
招商，下游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
场景延伸等方式丰富产品种类，打造
链条完整的特色产业集群。“我们加
速把科技、产业、人才优势转化为绳
网产业核心竞争力，让小绳网‘织’出
乡村振兴新图景。”

（贾云鹏）

小绳网“织”出
乡村振兴新图景

在广西百色右江河谷一带，许多果农穿梭在连片的芒果林中采收鲜果，饱满
鲜甜的芒果将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种了13年芒果的果农黄忠伟近段时间忙
碌不停，作为田东县小龙村发展芒果产业的大户，他在连片果园劳作之余，还设
法为今年乡亲们的丰收寻找更多销路。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盛夏时节，走进双辽市新立乡，错落有致的村舍中，生机勃勃的田野里，总能见到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幸福微笑的背
后，是新立乡党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沃土，用一项项务实举措和细致服务，架起了党心民心相通的“连心
桥”。 振兴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