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駐村高校教師王汝興：不怕走彎路 堅持做產業

小村育出品牌米
持續發展後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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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經個人主動

申請，大連外國語大學黨委

組織部副部長王汝興被選派

到遼寧省中部的鐵嶺縣腰堡

鎮大康屯村擔任第一書記。

長期在高校工作，轉換軌

道到陌生環境，王汝興坦

言壓力很大。雖然省裏

對駐村幹部進行過集中

培訓，但具體執行操作

起來，王汝興卻找不到着力點。

「搞什麼產業，怎麼搞，成了我當時最

棘手的事。」當時，這個已脫貧卻還未找到

新增長模式的村莊亟需引入可持續發展的產

業。儘管幾度碰壁，王汝興與村民們一道摸

着石頭過河，經過兩年努力，終於推出自有

品牌大米，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新起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遼寧報道

大康屯村在2010年因修路整村搬遷，耕地全部由
政府接管，村民按份額領取土地分紅。「現在

是每畝每年1,452元（人民幣，下同），大康屯村人
均擁有土地3.18畝，這樣算來，僅土地分紅每人每年
便可淨得4,600元左右。」王汝興說，僅從數字上
看，大康屯村已經整體脫貧。但事實上，由於搬遷後
生活成本增加，當地農民並不富裕，亟待產業振興。

產業引進碰壁 轉研村特色
剛開始，王汝興着實走了一段彎路。「那時我一心
想着引入外來產業。從河北的小電器工廠到江蘇的手
工藝作坊，我都聯繫過。但事實證明，缺乏配套產業
鏈，在別的地方做得好，在當地未必行得通。」
屢屢碰壁後，王汝興清醒認識到，要想產業振興，

必須結合當地實際。他日復一日走進田間地頭，深入
農戶家中調研，最終發現當地「稻強米弱」的現象十
分普遍——由於多年來分散種植，沒有讓這裏的大米
形成統一的品牌優勢。農民辛苦種出來的優質大米，
只能以低廉的稻米價格銷售。

有機種米傳統 成營銷賣點
「村裏的老裴是個有良知、有理想的農民，他承包

了1,000畝土地種植水稻，為了保證大米質量，幾年
來一直堅持使用有機肥和以蟲殺蟲的綠色種植技術。
但酒香還真怕巷子深，這麼好的大米一直默默無聞，
真是可惜了。」
王汝興決定從老裴身上打開突破口。根據實際情
況，他選擇了打造品牌和協助營銷兩個相對耗資較少
的方面着力，在不增加更多投入的同時，使農民增
收。為了讓更多人知道老裴的大米，擴大銷售途徑，
王汝興動用了原單位的人脈資源，不僅聯繫了國際藝
術學院老師，為大米設計「濕地蓮花香」品牌標識，
還幫助老裴在電商平台、學校農產品集會和農產品超
市進行推廣。
「剛開始賣大米，我曾經委託學校老師幫忙，但因

為缺乏經驗，頭一次就貿然運了一卡車，因為品牌名
氣小，結果一個多月也沒在學校賣出去幾袋，最後不
得已按原價把大米一次性賣給了食堂。白白損失的運
費，最後只能我自己承擔。」 王汝興也曾想把當地
的大米搬到京東上銷售，但由於資質不健全，最後好
說歹說把大米陳列在了線下體驗店。再後來搭建淘寶
店，還是因為缺乏經驗，訪問者寥寥無幾。
然而，王汝興深知，品牌的建立需要時間積累，

需要口碑裂變。「我們大米的質量要穩定，現有的
客戶也需要加強維護，要不斷提高他們的認可，讓
客戶願意為我們宣傳，從而突破各種困難，逐漸增
加銷量。」
堅持了一年多，大康屯大米的品質不斷得到消費者

青睞，「濕地蓮花香」的品牌也漸漸獲得市場認可。
「去年，大連外國語大學在村裏一次性採購了一萬多
斤大米分發給教職工，因為這種大米色香味俱佳，收
到了良好的反饋。」

帶動更多農民 創規模效應
大米品牌的建立和銷售渠道的開拓，是一個長期任

務。王汝興也向村民作出了承諾，即使自己將來離開
村裏，也會繼續幫助大家，不會半途而廢。「我最大
的希望，就是能帶動更多的農民加入這個品牌，爭取
形成更大的規模效應。」
如今，大康屯村的人均年收入已經達到16,000元，
村民的腰包鼓起來了。曾經殘破不堪的村部煥然一
新，村委會長期無電的尷尬局面終於結束。村裏開始
數字化建設，村委會工作人員也在王汝興的幫助下學
會了現代化辦公。
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王汝興感慨道，

「雖然駐村時間按計劃只有三年，但我希望大家能因
為我的到來而有所收穫。在未來，用知識的力量過上
更加富足美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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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多的村民走進圖越來越多的村民走進圖
書室閱讀書室閱讀。。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如今，村民的腰包鼓起來了。曾經殘破不堪的村部煥
然一新。圖為大康屯村社區服務中心。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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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康屯村數據大康屯村數據
耕地面積： 8,734畝

人均耕地面積： 3.18畝

年人均土地分紅： 4,600元

（人民幣，下同）

全村人口： 968戶2,747人

（老人及留守兒童居多）

2017年末人均年收入： 13,200元

2019年末人均年收入： 16,000元

■ 形成品牌、推動銷售。圖為王汝興（中）
走進田間地頭與村民交談。 受訪者供圖

「一定要放低自己的位置」
「要發自內心地和農民交朋友。駐

村幹部最終的工作成果都會落實到農
民身上，必須要得到他們的支持。」

談到兩年多來的駐村經驗，王汝興直言，
以前的下派幹部在民間被戲稱為「鍍

金」，有的甚至來到村裏照個相就打道回府。但現
在駐村幹部是切切實實來幹實事的，老百姓看在眼
裏，自然會扭轉固有的印象。「到陌生的環境，一

定要放低自己的位置。尤其是當地的民風民俗，農
民的想法都要了解透徹。」

王汝興說，很多從大城市來的駐村幹部學歷很
高，因為刻板印象，先天會與農民有一種距離
感。這時必須要放低身段，俯下身子。只有尊重
農民，才會贏得農民的尊重。「從開村民代表大
會，到走訪村民家，駐村幹部只有抓住一切交流
機會，切實幫他們解決問題，才能真正和農民交

心做朋友。」
除了腳踏實地調研、和農民交心做朋友，王汝興

表示，駐村幹部還必須明確自己工作的方向和主次。
「第一書記不是憑着熱情自主發揮，而是必須要與國
家引領的方針政策相一致。哪些工作需要駐村幹部重
點關注，哪些需要我們輔助完成，都要清晰明確。否
則工作起來很容易事倍功半，上級不滿意，群眾不喜
歡，自己也會『遍體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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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嶺縣腰堡鎮只有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附近13個村的
學生都在這裏上學。學校中小學生加起來有一千多人，卻
只有15名英語老師，其中只有10人是英語專業畢業。
「我的原工作單位是外語類高校，如果能把我們學校

的外語教學資源引到當地，那對學生的成績一定大有益
處。」在聯繫了大連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領導並
獲得他們支持後，兩地共建實踐教學基地的想法走向了
現實。
為確保實現既定目標，王汝興協助制定完成了各個階段

的幫扶任務。大連外國語大學的教師和學生每隔一個多月
便來到鐵嶺縣，對中小學英語教師和學生進行培訓、座談
並分享教學資源。不僅如此，王汝興還安排當地英語教師
代表住校培訓，到高校實地學習先進教學理念和方式。當
地英語教師在培訓和溝通中找到了不足，激發了提升業務
水平的內在動力；學生們則感受到來自遠方師生的關懷，
提高了學習英語的興趣和效率。即使在今年疫情期間，實
地交流學習受阻，大連外國語大學的師生也在堅持通過網
上交流、在線輔導的方式持續展開幫扶。
腰堡鎮學生用成績說明了一切。去年中考，全校英語

分數在鐵嶺縣排名第一，英語成績人均比往年提高了十
分以上。作為受益學生之一的劉旭龍，事後給大外幫扶
師生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謝信，「如果有人問我有什
麼收穫，我會說，最大的收穫就是遇見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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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星期三 多雲

每到中考時，村裏都有很多孩子對英語

考試十分頭疼。因為英語成績不好而導致

考試總成績偏低的情況，不僅在這個村

有，在其他村也普遍存在。農村孩子的父

母外出打工的多，對孩子英語學習重視程

度不夠，孩子們對英語學習興趣不足，學

校師資力量有待提高等都是原因。這是一

件關係到千家萬戶的大事情，需

要引起重視並解決。

6月21日 星期五 晴

目前很多村的圖書資料都不夠豐富，村

民缺少主動來村圖書室借閱圖書的意識。

如果能夠廣泛推廣電子圖書，方便村民獲

取所需的圖書資料，一定會對提升村民整

體文化水平起到積極作用。另外，電子圖

書還可以供學校的廣大師生使用，

對學校教學也應該有所幫助。

「原來村圖書室的閱覽量基本是零，不論是圖書數量還
是質量，都已經跟不上時代需要。更重要的是，村民沒有
養成讀書學習的習慣。」重修村部後，王汝興幫村圖書室
募捐了1,000多冊紙質版圖書，還為村裏募捐了兩台電
腦。自從更新了書籍，原來堆放着一大堆雜物的圖書室漸
漸有人來閱讀，甚至還有人開始借書回家。
搞教育出身的王汝興深知學習對農民的重要性。「以往

農閒時，村民們就聚在一起打麻將，怎麼去轉變他們的這
種惰性思維？」王汝興決定從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切入。
因為教育資源匱乏，當地村民最喜歡和王汝興聊的就是
「大城市」裏怎麼教育孩子。

在一次和村民分享自己兒子的學習照片
時，王汝興家裏琳琅滿目的圖書引起了大
家的興趣。他趁熱打鐵道，「咱們做家長
的不能只讓孩子學習，自己卻不學習，自
己不提高，怎麼能指望孩子學得好？」在
王汝興「育人先育己」理念的帶動下，越
來越多的村民接受了終身學習的思想。打
麻將消磨時間的越來越少，看書學習的越
來越多。
駐村期間，王汝興不僅幫大康屯村重建
了圖書室，還為鐵嶺縣引進了「超星」、
「博看」兩大電子圖書公司，建立起電子
圖書館。「電子圖書館裏有幾十萬冊圖
書、期刊、報紙，資源面向全縣開放，這
也完成了我駐村時最初的心願。」■■ 王汝興將當地大王汝興將當地大

米推廣到京東線下體米推廣到京東線下體
驗店驗店。。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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