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净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民居、特

色分明的乡村振兴项目……走进新余市渝

水区良山镇黄虎村，一幅充满活力的美丽乡

村画卷映入眼帘。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我们这个千年

古村依托‘红古绿资源+产业基地’的发展模

式，增收致富的路越走越宽广。”村党支部书

记龚斌自豪地说。

黄虎村位于渝水区良山镇南部 3 公里

处，全村有 8 个自然村、530 户 1400 人。黄虎

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村内历史

遗迹、红色资源、绿色资源丰富，但一直以来

未深入挖掘。2021 年村“两委”换届，选举龚

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之后他开始带领村民

走乡村振兴之路。

研学体验、红色文创……龚斌发挥本村

独特的历史资源优势，积极争取古桥修复、

游步道前期改造等项目资金 700 余万元。通

过各种贴近生活、新颖别致的创意，让红色

资 源“ 活 ”起 来 ，催 生 了 村 里 的 红 色 旅 游

热潮。

“我们村去年接待游客超过 1 万人次，

村 民 通 过 提 供 餐 饮 服 务 和 销 售 土 特 产 ，增

收 超 过 10 万 元 。”龚 斌 说 。 为 促 进 旅 游 消

费，目前，黄虎村正以“情缘黄虎”为主题，

发展农家乐、特色民宿、研学基地等乡村旅

游 经 济 。 而 在 此 之 前 ，大 部 分 村 民 以 务 农

和外出务工为主，既要看天吃饭，又要四处

奔波。

为 了 进 一 步 促 进 农 旅 融 合 ，龚 斌 决 定

在村里发展特色种养业。得知村委会急需

流 转 土 地 来 发 展 产 业 时 ，村 民 们 主 动 配

合 。 有 了 村 民 的 支 持 ，龚 斌 专 心 为 黄 虎 村

跑 项 目 、争 资 金，在做好风险研判、产业投

资评估的基础 上 ，成 立 了 黄 虎 村 益 农 种 养

合作社，以“农户+合作社+村委会+致富带

头人”的模式，帮助农户销售蜂蜜、笋干等农

副产品。2021 年，黄虎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58.97 万元，同比增长 489.7%。2021 年，黄

虎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 23%。今年，黄虎

村在原有基础上，种植香芋 50 余亩，预计增

收 45 万元，种植白莲 100 余亩，预计增收 10
万元。

“现在村子越来越干净漂亮了，铺了柏

油路，装了路灯，村里发展香芋、白莲产业，

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生活越来越

好了。”下黄虎村小组村民郭莲英笑着说。

“红糖 5 公斤装，分别发往杭州、深圳。”

“250 公斤深山葛根粉要分批次包装，按订单

顺序依次发货。”

6 月 27 日，玉山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一派

繁忙，刚从农户手中收购上来的农产品正源

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县电子商务产业

园第一联合党支部书记、江西城乡一家电商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陈 帝 建 ，是 一 名“80 后 ”。

2013 年 ，陈 帝 建 带 着 在 杭 州 从 事 电 商 工 作

赚得的“第一桶金”和电商技能，回到玉山

创业。

红糖、葛粉、笋干、红芽芋、白玉豆等都

是玉山的特色农产品，名气却一直没有打出

去。为此，陈帝建帮助农民把零散、粗犷的

农产品进行整合、包装，并在玉山的商业地

标七里街设立了农村淘宝体验中心。

2015 年，陈帝建推出的“玉山红糖”在淘

宝聚划算活动中 3 天卖出了上万单，共 1.25
万公斤，一下子爆红网络。随后，他又推出

了一系列玉山土特产品，均取得了不错的业

绩 。 如 今 ，他 销 售 的 农 产 品 品 种 已 达 数 十

种，包括玉山黑猪、白玉豆、山茶油等。

玉山县四股桥乡山塘村，素有“九山半

水半分田”之称。村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发展特色产业难，农副产品销售难。2017 年

初，陈帝建在山塘村设立了电商服务站，让

山塘村的农民尝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

进城”的甜头。

“过去一到收葛片的时候，村里的农户

就直接把葛片晒地上，严重影响葛片品质。”

陈帝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干脆进村入

户，手把手地把制葛标准一一传授给农户。

如今，山塘村制葛水平已达到食品生产许可

SC 认证标准。陈帝建还成立合作社，引导农

户走深加工精品路线，昔日不起眼的“土疙

瘩”摇身一变，成了人见人爱的抢手货，仅

2018 年一年，山塘村农产品实现销售额 300
余万元。

姜茶红糖被誉为“东方巧克力”。玉山

农民虽有古法土制红糖的传统，但最初因销

路不畅，甘蔗种植户经济收入低下。2017 年

初，陈帝建通过众筹等方式获得 13 万元扶贫

资金，由文成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

合 作 协 议 ，提 供 种 植 技 术 培 训 。 甘 蔗 成 熟

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熬制成成品红糖，通

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所得利润一部分分红

给贫困户，一部分注入项目发展基金，从而

推动了古法红糖产品的销售，带动了种植户

增收致富。

2020 年 3 月，陈帝建联系了几十家合作

社，积极整合农产品，在线上建设了供销 e 家

店，线下开设体验店，为全县 16 个乡镇（街

道）设置农产品专柜。仅 2020 年，陈帝建就

帮助 22 家合作社，带动 315 户农户卖出 53 万

余元的农产品。

近年来，陈帝建先后荣获全国红十字系

统首届众筹扶贫大赛优秀脱贫带头人、全省

“新时代赣鄱先锋”、上饶市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

“下一步，我将致力于玉山农产品标准

化、品牌化、市场化、规模化，带动更多人走

上致富路，为乡村振兴助力。”陈帝建信心满

满地说。

樟树市大桥街道松湖村，是远近闻名的

“草莓村”。在这里，余四水是家喻户晓的明

星人物。松湖村的草莓种植户数量从 0 户发

展到 300 余户，种植面积从 0 亩发展到 400 余

亩，年产值从 0 元增加到 2400 万元，一串串数

字背后，无不凝聚着余四水的心血和智慧。

6 月 28 日 5 时许，像往常一样，余四水来

到草莓基地指导技术人员除草、摘叶。草莓

基地位于 105 国道旁，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

完备，放眼望去，满眼都是草莓钢架大棚,甚
为壮观。

回忆那些艰苦奋斗的日子，余四水感慨

万千。1995 年，一名浙江商人 来 到村里，租

了 20 亩地种草莓，时年 36 岁的余四水在草

莓 园 打 零 工 。 当 时 ，松 湖 村 是 个 落 后 贫 困

的 小 山 村 ，村 民 生 活 贫 困 。 看 到 浙 江 商 人

种草莓一年就赚了 20 多万元，余四水暗下

决心，要学习 草 莓种植技术，带领村民一起

创业致富。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种植草莓之

初，草莓苗成活率低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后来，通过多次赴浙江等地学习，余四水才

找到提高育苗成活率的路子——结合地理

位置和气候条件差异等因素，制定符合本地

土壤的育秧、移栽和施肥方法。通过慢慢摸

索，余四水最终培育出了优质的草莓苗，走

上了致富路。在此过程中，村民王子文、王

柏林、王安等人跟着余四水加入种植行列，

草莓带来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为了改变单打独斗模式，带领更多村民

朝着产业化道路迈进，2009 年，余四水带领

党员王春生、熊文峰、何少秋等人，牵头成立

了樟树市百顺草莓专业合作社，由余四水担

任该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把村里所有的草莓

种植户纳入合作社，由原先的“关起门来种

草莓”变为“打开门来传技术”。“你就不怕教

会徒弟，饿了师父吗？”记者问他。余四水笑

着回答：“作为一名有着 40 年党龄的共产党

员，应该始终牢记致富不忘乡亲。”

“近年来，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

统一信息、统一包装和统一销售，栽种了长

姬、红颜、丰香等 5 个新品种，推广应用蜂箱

授粉、地膜盖苗等 10 多项实用技术，效益大

为提升。”余四水称，如今，合作社经营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全村从

事草莓种植的有 300 余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60%以上。全村草莓种植户每年户均收入超

20 万元，家家购买了小车，盖起了新房，村里

300 多名劳动力在基地务工，成为远近闻名

的小康村。

“这里再加一些草料，记得用水枪冲洗

干净，让牛棚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6 月 27
日下午，高安市罗塘养牛场内，袁东兵正在

耐心地指导村民。尽管户外骄阳似火，但牛

舍 内 不 停 运 转 的 冷 风 机 ，让 人 感 觉 十 分 清

凉，牛儿也在欢快地吃着草。

罗塘养牛场位于高安市龙潭镇罗塘村，

占地面积 15 亩，2021 年正式投产，拥有标准

化钢结构牛舍 5 栋共 2500 多平方米，仓库及

生活用房 600 多平方米，现存栏 300 头牛。“养

牛一直是村里的特色产业，但以前是散养，

不成规模，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有时候因为

牛吃庄稼，还会引起村民之间的纠纷。”罗塘

村党支部副书记王金辉介绍，自从袁东兵承

包下养牛场后，村里的养牛产业走上了专业

化、规模化的道路，村民跟着一起受益。

袁 东 兵 今 年 47 岁 ，1992 年 参 军 入 伍 ，

199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伍后，袁东兵先

后在物流、汽运等行业创业，公司业务遍布

全国，多次获得龙潭镇优秀党员、最美退伍

军人等荣誉。

2021 年，罗塘村作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点，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始兴建集中养

牛场。这么大的养牛场建好了，谁来带头干

呢？村里想到了袁东兵。“他多次表达过回

报家乡的愿望，而且有股闯劲，我们相信他

能干好。”王金辉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回报家乡，不能

光靠嘴巴说，必须扎实干。”袁东兵说。他与

村委会签下了为期 5 年、每年 10 万元的租赁

合同。袁东兵经过考察，从东北地区引进了

西门塔尔牛。“这种牛个头大、产肉多、市场

效益好，单头牛最高可以养到 1000 多公斤。”

村里有了养牛带头人，极大地带动了大

家的养殖热情。村民冷电苟养了 60 头牛，一

年纯收入达到二三十万元。提到袁东兵，冷

电苟竖起大拇指说：“不论是养殖技术，还

是 市 场 销 路 ，他 总 能 第 一 时 间 给 予 指 导 和

帮助。”

冷电苟记得，有一次自家的母牛难产，

袁东兵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母牛顺利分

娩，避免了数万元的损失。此外，袁东兵还

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大家找市场，现在村

里的牛根本就不愁卖。

因为养牛，脱贫户冷后发的生活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年前，冷后发因为一

场交通事故被截去了一条腿，生活一度十分

困难。去年，在袁东兵的鼓励和帮助下，冷

后发尝试养了 2 头母牛，当年就产下了几头

小牛，收入 1 万余元。今年，冷后发将养牛规

模扩大到 30 多头，一年收入最少 10 万元。

像冷后发这样的养牛脱贫户，罗塘村里

还有 6 户。袁东兵欣慰地说，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能带动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再辛苦都

值得。“大家跟着我养牛，对我来说既是压

力，也是动力。未来几年，我希望养牛场的

规模能够不断扩大，养殖模式多元化。村民

既可以自己养，也可以帮人养，大家日子越

来越好，让我们村真正‘牛’起来！”

“我是共产党员，我要不断进取，我要不停奋斗！”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在田间地头、在大街小巷、在办事窗口，我省广大共产党员

扎根基层谋发展，甩开膀子加油干。在奋斗中，他们服务了千家

万户，实现了自身价值，收获了幸福快乐。

本报今起推出“我是共产党员，我奋斗我快乐”系列报道，重

点展现奋战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新就业形态以及窗口服务行

业一线共产党员的亮丽风采。

本期报道关注几位致富路上领头羊的故事，他们充分运用

自己的所学所长，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夯实

农村发展基础，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性，在希望的田野上播种

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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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好养牛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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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门来种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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