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雨晨和村民探讨蓝莓种植技术升级方案

办成一件件具体小事， 逐渐
得到村民认同

驻村前， 校领导和朱雨晨谈话时
告诉他， 选派他驻村的主要原因是他
曾连续三年深度参与了学校定点扶贫
内蒙古科右前旗项目， 有一定的脱贫
攻坚工作经历； 而且他了解全校各个
学科的特色优势和资源， 这些条件有
利于驻村工作的开展。

如何为村里设计一条适合其特点
的产业振兴之路？ 得益于北林大在脱
贫攻坚阶段形成的多项成功经验， 朱
雨晨结合所学所见， 发现上个阶段的
一些举措已经不适合乡村振兴的新形
势新要求 ， 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出路 ，
而尽快与村民培养出信任关系是开展
工作的前提。

根据村里老人较多的特点， 他经
常组织一些敬老文化活动 ， 比如送
“福” 字、 猜灯谜、 修脚等活动， 让老
人感受到关心和温暖； 他为家长和学
生解答学科专业问题， 和村里小学生
一起开展课后研究； 防汛时， 他守在
村里解决问题……通过办成一件件具
体小事， 乡亲们逐渐熟悉了他。

在得到村民初步认可的同时 ， 朱
雨晨还需要尽快融入村两委。 与村两
委商议后， 他结合村党支部实际确定
了建设学习型党支部目标， 推出与有
助于本村发展的高校、 企事业单位支
部联学， 安排村党支部书记、 第一书
记、 党员先锋带头讲党课， 村两委班
子带头开展调查研究等举措， 与大伙
一起找到了共同奋斗目标和方向， 这
样干事创业就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制定 “三助一推” 计划， 帮
助农户增收

既然身在农村，朱雨晨想到的第一
个乡村振兴方案就是发展第一产业。他
向村书记请教了近几年村里发展种植
业的品种和生产情况， 随后转村勘察，
得知本地长有野生黄花菜等萱草科植
物，气候土壤都适宜，并且黄花菜对体
力和技术要求不高，符合本村常驻劳动
力集中于50-70岁之间的年龄结构。

于是， 他和村两委班子在新年前
赴山西大同调研黄花菜产业， 之后撰
写了可行性报告 ， 并请北林大和企业
专家做了多方论证。 经区镇推荐， 该
项目进入乡村振兴相关项目2025年储

备库， 并联系到投资方， 计划将于明
年落地实施。

黄花镇村林地资源丰富， 本地林
果以板栗、 核桃、 蓝莓为主， 但是因
为管护跟不上， 造成板栗树、 核桃树
病虫害严重， 而且采摘对老人来说有
一定危险性 ； 蓝 莓 受 到 国 内 外 大 规
模种植的冲击 ， 价格上不去， 品种需
要更新。

据此 ， 朱雨晨制定了研学助收 、
电商助售、 专家助技和推动社会组织
关注的计划， 帮助当地农户增收。 他
组织林学院师生来村开展研学实践 ，
由专业老师指导学生帮助栗农采收 ，
这样既解决老年村民采收不安全的问
题， 也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
经验。

他本以为这是让农民增收的好机
会， 没想到与村民谈的过程并不顺利，
村民怕把自家栗林弄坏， 坚决不同意
开放栗林， 这使得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有位大姐看他一副书生的模样， 笑话
他说： “还带人来摘栗子， 你自己会
摘吗？”

这句话意外点醒了朱雨晨 ， 想要
得到村民的认可， 就要拿出内行本领
来。 于是， 他去网站上学习板栗采收
的教学视频， 然后用村两委家里的栗
子林练手。 次数多了， 他很快摸索出
采摘门道 ， “竹竿前段最好粗一点 ，
好用力； 挥舞两下打一下， 这样力道
正好” “打栗子一定要带草帽， 不然
会被掉落的果实砸破头” “不戴厚手
套剥栗子容易扎手， 用脚撵就不会被
扎” ……

后来， 只要知道谁家收栗子 ， 他
就提溜着竹竿过去帮忙， 看到他有模
有样的动作， 村民逐渐放心了， 那位
曾经笑话过他的大姐第一个同意和他
合作， 随后其他村民也陆续加入到自
然研学活动中来。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与蓝莓种植户
开展协商的过程中。 刚开始， 他们对
朱雨晨和专家并不相信 ， 觉得他们
“就是来转一转 ， 搞搞形式就走了 ”。
为了获得种植户的信任， 朱雨晨他们
就带大伙去专家在其他地区办的产业
化基地参观， 了解产业前沿， 并且反
复强调 “我们不是拿你家的地做实验，
只是把产业化的成熟技术传授给你
们”。 做了多番工作， 村民们终于同意
了， 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展种植技术升

级工作。
在朱雨晨的引导下， 村里还参加

了由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 “北京丰收
节·京郊如此多娇” 助农直播活动， 蓝
莓合作社进驻电商平台， 直播期间销
售100余单； 他又联系北林大专家来到
九渡河地区， 为本地果农提供病虫害
防治、 果树管护和品种更新等技术服
务； 他还受到北京市科技领域社会服
务机构第一联合党委邀请宣讲驻村工
作， 吸引了两家社会机构为村里提供
乡村振兴帮扶项目。

发展村落文旅产业， “微投
入办成了大事”

“发展第一产业是一个长期过程，
现阶段我要考虑如何通过轻投入让村
里尽快增收， 而且不能给村里带来经
济负担。” 再三思索后， 朱雨晨将视线
瞄准乡村旅游产业。

黄花镇村地处通往水长城 、 响水
湖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的交通交汇口 ，
盘活村里空置民宿成为快速增收的抓
手。 朱雨晨邀请北林大林学院、 生物
学院、 生态学院和国家公园学院的专
家来村考察论证， 最终确定村级自然
研学基地建设目标， 为村里制定了四
步并进策略。

首先是通过宣传， 让更多人了解
黄花镇村的自然优势。 朱雨晨多方联
系， 成功帮助黄花镇村入选央视新媒
体 “五一 ” 特别节目 《最美古村落 》
慢直播， 累计超过600万人次观看， 依
托央视平台打响了本村知名度。

随后， 他依托北林大为村里 “量
身订制” 特色自然教育课程体系， 邀
请专家教授团队来村开发设计， 课程
内容涵盖植物科普、 生态踏勘、 手工
制作、 劳作体验等多方面。 北林大三
个学院以暑期社会实践和红色 “1+1”
项目的形式提供支持， 学生党员深入
一线， 培训村民的自然教育讲授技能。

“栽下梧桐树，引得金凤凰”。之前
村里道路条件一般，只能走小车，大巴
没法停。 朱雨晨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
和村两委一起统筹引进经费给所辖村
铺上柏油路、加上路灯、增加污水处理
设施，在路口设立村标立柱，给来客以
良好体验。他给村里民宿统一挂牌“自
然教育研学营地”， 布置自然教育教室
和实体教学场景，为开展自然研学提供
便利，“微投入办成了大事”。

他还积极拓宽合作平台 ， 接洽新
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 、 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等企事业单位， 承接
暑期研学、 自然教育等活动， 参与者
达到上千人次， 合同预计可给村民和
村集体带来20万元收入。

开展绿色咨询活动， 20个村
庄与学校结对

黄花镇村没有住宿条件 ， 朱雨晨
等四个镇里各村第一书记把镇政府楼
上的避险室作为宿舍， 每天开车往返。
由于很多单位经常在周末过来开展活
动， 他几乎两三周才能回一趟家 。 七
八月防汛期间， 他更是坚持驻守 ， 要
么住宿舍， 要么在村里， 有时晚上就
睡在车上。 “我们得确保房屋风险户
的安全， 守着村子心里才踏实。”

当室友的时间长了 ， 四个第一书
记结下深厚友情。 有一次， 隔壁东宫
村的第一书记提到他们村的李子开花
结果情况不理想， 问朱雨晨： “你懂
吗？” 朱雨晨虽然不懂具体技术， 但是
全校哪个老师研究哪个方向却是他最
熟悉的业务， 于是朱雨晨联系了林学
院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孟
冬教授。 孟冬教授爽快答应到东宫村
调研指导， 传授技术。 得到专家的指
点后， 东宫村李树今年实现了大丰收。

在市区两级培训时 ， 经常有第一
书记找到朱雨晨咨询林业和生态相关
问题， 希望他帮忙联系专家。 次数多
了， 他开始思考， “我能不能主动为
大家服务？” 就联系了学校科技和团口
部门， 积极协调科技智库资源， 组织
青年教师、 学生成立服务团， 面向首
都乡村开展 “双百 ‘绿色咨询 ’ 活
动”， 提供上百种绿色科技项目支持和
多元生态文明宣教活动， 并且以志愿
服务形式免费开展。 活动获得第一书
记们的交口称赞， 目前已有怀柔 、 房
山、 密云、 平谷的20个村庄与学校20
个服务队伍结对。

如今的朱雨晨每天都熟络地和村
民们打招呼、 拉家常， 村民们不再像
年初时那样视他为外来客， 他们信任
这位年轻的第一书记， 期待并相信他
做出更多实事 。 有着强大智力后盾
支撑的朱雨晨干劲十足 ， 他要继续
在农业和文旅上做文章 ， “让黄花
镇村开满黄花 ，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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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助农渠道帮助村民增
收 、 开发村级自然研学基地 、
协调智库资源组织多村开展绿
色咨询活动……北京林业大学
学科建设科科长朱雨晨今年1月
来到怀柔区九渡河镇黄花镇村
挂职第一书记后， 巧借学校和
地方资源发展村落经济， 把乡
村振兴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本报记者 任洁/文 通讯员 姜希达/摄

———记怀柔区九渡河镇黄花镇村第一书记朱雨晨

深扎根 微投入 智绘乡村振兴梦
朱雨晨向来村开展活动团体介绍村情 朱雨晨给村内民宿挂牌 “自然教育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