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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王俊伟经北京市农业
农村局植物保护站选派， 来到延庆区
香营乡新庄堡村任第一书记。 新庄堡
村在延庆区香营乡的最东端， 村子共
有434户841人。 村子里种有3000余亩、
160多个品种的杏树， 被誉为华北的杏
花村。 村子里2018年底有93户157人低
收入户， 如何能够帮助低收入村民脱
低增收？ 这就是王俊伟的一号课题。

在上一届第一书记在派出单位帮
扶下新建的艾草产业基础上， 王俊伟
延续推广艾草产业 ， 产生经济效益 ，
推动以艾草为主线的一二三产融合 ，
即以百余亩艾草种植的一产为立足点，
以艾草茶、 艾草食品加工的二产为增
益点， 带动艾草文化旅游的三产发展，
并通过大力的宣传与推广， 组织人员
观光旅游， 促进艾草产业消费。 据统
计， 2019年4月至10月， 村民艾草地务
工收入达到了26万元， 艾草餐饮营业
额达到15万元， 艾草产品销售营业额
达到36万元， 村民务工收入得到了大
幅度提高。

针对杏树产业， 王俊伟帮助村里
树立缙阳御果高端鲜食杏品牌， 设计
高端包装， 挑选精品杏果， 提升鲜食
杏的价值链， 实现了优质优价。 针对

新庄堡村特有的八棱脆海棠产业， 王
俊伟作为全乡规模化推广八棱脆海棠
的筹备负责人， 协助乡政府在4个低收
入村开展近600亩的八棱脆海棠的规模
化种植 、 高标准管理以及研发基地 、
展示基地、 示范基地建设， 建立了乡
域特色果品经济带， 并积极协助新庄
堡村申请八棱脆海棠观食两用研究项
目， 建立2栋大棚， 委托专业合作社生
产与经营， 每年返回村集体10万元的
费用， 并通过联系社会资源， 帮助销
售八棱脆海棠果约100箱， 提高销售收
入5000元。

2019年7月初的一天， 村里的王大
哥急急忙忙找到王俊伟 ， “王书记 ，
你快去杏树地里看看吧 。” 村民的事
无小事， 王俊伟赶紧到杏树地里了解
情况。 原来杏果成熟期短， 大量的杏
落在了地上， 再没销路， 这些杏可就
全毁了。 王俊伟立即联系了能想到的
所有单位， 开团购做展销， 成为了往
返延庆和市里的 “快递小哥”。 同时，
王俊伟设计高端包装， 挑选精品杏果，
打造新庄堡村高端品牌。 不过王俊伟
偶然发现 ， 精品箱的杏果有些瑕疵 。
一问才知道， 疤痕是冰雹砸的， 不影
响口感， 村民就没舍得扔掉。 王俊伟

能理解村民的不容易， 但是为了帮助
村民树立品牌意识， 解释到： “咱们
将原先6斤30元的普通杏升级为3斤40
元的精品杏， 相当于只用一半的杏还
多卖了10块钱， 顾客能接受这个价格，
是因为咱挑选的是精品杏， 而有疤痕
的杏果， 损害的可是咱自己的品牌啊，
所以必须严把质量关 ， 守住这份信
誉。” 在王俊伟的要求下， 又大又甜的
杏装进了精品箱里 。 60箱 ， 100箱 ，
300箱……订单越来越多， 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 王俊伟帮村民销售近2万
元。 有买过高端精品杏的人还和王俊
伟预订了第二年的销售。 村民拿到更
多卖杏的钱，尝到了优质优价的甜头，
笑着和王俊伟说：“王书记，你这个法子
好，明年卖杏咱还这么卖！ ”这个故事
也让村民认识到了打造品牌的重要性。

今年疫情来袭 ， 作为第一书记 ，
王俊伟放弃春节假期， 于1月29日 （大

年初五） 主动向乡党委请缨， 提前返
村上岗， 坚守在农村疫情防控工作中。
在疫情防控中， 王俊伟结合本村实际
制订了一套 “四化” 工作法， 协助村
两委科学、 高效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即党员旗帜化， 排查标准化， 宣传立
体化， 服务保障化。

疫情防控时期， 恰逢杏树修剪关
键时期， 错过该时期， 对于今年的杏
树产量将会有无法挽回的损失。 因此，
为了保障本村杏树产业不受影响， 继
续为低收入村提供经济支撑， 王俊伟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协助村两委有效
组织， 强化保障， 推进果树产业复工
复产、 春耕备耕。

截至2019年底， 登记在册的131户
低收入户年收入全部达到了标准线 ，
全村2019年人均收入达到20657元， 比
2016年人均收入提高了85%， 顺利完
成了脱低任务。

“环境优美、 民风淳朴、 班子团
结”， 这是北京市农研中心人事处二级
调研员段书贵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初到
怀柔区渤海镇四渡河村的第一印象 。
自去年4月， 任期满一年的段书贵又补
充了一句 “前途光明”， 因为这个一直
以来的低收入村今年年底将彻底脱低！
眼下， 四渡河村正忙着对南果梨园进
行品种换优， “美丽乡村” 建设的方
案也已经获批并即将启动建设， 一张
美丽宜居、 村民满面笑容的画面将成
为现实。

去年9月20日的四渡河村， 板栗飘
香 ， 板栗筛选机发出连续的轰鸣声 ，
一颗颗板栗按照 “大粒、 中粒、 标粒、
小粒” 整齐地落入不同的箩筐。 这一
天， 正是四渡河村启动板栗收购的日
子。 段书贵像卖自家板栗一样， 既是
板栗挑选工又是出入库保管员， 既是
称重工又是搬运工和促销员。 连续三
天吃住在大队的他， 不但看不出疲惫，
脸上的笑容比村民还灿烂， 因为这标
志着以板栗为主导产业的四渡河村 ，
终于打响了板栗收购的第一仗。

长期以来， 种植板栗是村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之一。 但在四渡河村， 一

直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四渡河
的栗农真奇怪， 涨价不卖降价卖”。 段
书贵在驻村调研的过程中， 村民们道
出了栗农长期受栗贩价格控制的苦衷。
为了让栗农吃下 “价格稳定， 不用货
比三家” 的定心丸， 段书贵积极协调
派出单位与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取得联系， 建立了优质优价托底收购
机制。 合作过程中， 不管市场价格如
何， 收购价格始终比市场价高， 此举
让村民吃了定心丸， 因为此举可确保
村民增收。 这不， 去年， 该公司收购
四渡河村的板栗共25万斤， 平均每斤
高出市场价1.1元， 村民增收27.5万元！

更让村民惊喜的是，四渡河村的农
村集体合作社实现了首次分红，2019年
合作社共盈利6.5万元。 这其中，段书贵
充分利用朋友圈并联系相关单位，实现
销售收入3万余元。而在这之前，成立两
年的合作社社员一直见不到利润，有的
社员甚至打了退堂鼓，想撤股。 段书贵
说，分红大会那天，村民们别提多高兴
了，这6.5万的集体收入虽说不算多，但
真真实实的为合作社年底分红奠定了
基础，也让村民看到了希望，村民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

段书贵还联系了中国建设银行北
京西四支行、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
心等单位， 为低收入户、 老年驿站赠
送米面油、 计算机等生活必需品和办
公设备， 折合人民币4万余元。 除此之
外， 还积极争取中银保险为老年协会
捐助4800元，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四
支行也免费为村民办理扶贫卡22张。

四渡河村共325人， 60岁以上的老
人110人 。 在入户调查时 ， 段书贵得
知， 村里老人理发成了难题， 村里没
有理发师 ， 理发要到2公里外的三渡
河 。 凭借在部队时练就的理发手艺 ，
段书贵自费购买了理发工具， 又当起
了村里的免费理发师。 这也成了段书
贵驻村工作的一个环节， 他说， 边理
发边聊天， 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拉
近和村民的关系， 挺好！

新一年的任期已经启程， 段书贵
刚到四渡河村的时候， 通过协调派出
单位进行了为期3天的驻村调研， 调研
报告 《板栗为基， 规划长远， 扎实做
好帮扶工作》，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帮扶
思路。 时间过半， 帮扶工作正在按照
报告中的目标稳扎有序的开展。 四渡
河村防疫春耕两不误， 段书贵为村里
品种繁杂、 果品参差不齐的梨园请来
了专家， 正在进行品种换优， 用不了
两年， 四渡河村就可以生产出正宗的
南果梨， 村集体又将多一笔收入。

“年底， 我们村将彻底摘掉低收入
村的帽子， 美丽乡村建设也即将启动，
大美景象指日可待。” 想象着四渡河村
未来的景象， 段书贵充满信心。 他坚
信， “环境优美、 民风淳朴、 班子团
结的村子， 将来一定是前途光明的。”

□本报记者 马超

王俊伟
延庆区香营乡新庄堡村第一书记

把产业“留下来”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孙艳

段书贵
怀柔区渤海镇四渡河村第一书记

忙前跑后 村民脱低增收底气足

王俊伟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