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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的農民需要尊嚴，駐鄉鎮
的第一書記也需要！」2019年李俊
峰在微信朋友圈的一則求助信息接
連刷屏。「當時為了幫助張家村特
困農民張廣學，我就和鎮上的同事

決定放下尊嚴，向大家求助！」他在走訪村鎮中
了解到，這位特困農民由於沒有五保手續，後續
的生活、就醫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送老人進養老院
「張廣學家庭困難，無房、無收入，當時還得

了腦血栓，生活不能自理。我去看他，他就提出
『想要一個輪椅，這樣我就能出去曬曬太陽
了』。」一個簡單的請求，深深觸動了李俊峰。
當他進一步了解這個貧困家庭時，他愈加難以釋
懷，「腦血栓癱瘓之前，張廣學還在照顧他哥哥
的兒子。這個孩子剛剛11歲，卻在幾年裏先後經
歷了父親腦出血死亡、精神病患者母親出走、相
依為命的奶奶離世的重重打擊，張廣學癱瘓後，
反倒是這個11歲的孩子來照顧他。」

了解到這種情況後，李俊峰和村書記決定先由
村裏安排人員照顧這一家人。「癱瘓在床的張廣
學由於沒有五保手續，無錢就醫，村鎮兩級政府
多方協調之下，把他送到了養老院。但作為貧困
鄉鎮的大黑崗子鎮以及所在的張家村，卻承受不
起張廣學的治療費用。」於是這條在朋友圈刷屏
的求助信息成為他唯一的辦法。他在朋友圈寫

道：「真心地希望各位有慈善之心的各界人士能
夠伸出援手，來幫幫張廣學，我為圖片和文字的
真實性負責，如有可能請大家轉發！」

送孩子到孤兒院
最終，通過多方求助，李俊峰為張廣學募得了一

個全新的輪椅，住院費用也在愛心人士的慷慨解囊
中慢慢緩解，「最後不夠的部分我來兜底，終於讓
張廣學住進了醫院。」而最令他牽掛的11歲孩子，
也在各級部門的協調幫助下順利送入瀋陽市孤兒
院，後續的就學和生活問題得到了解決。

李俊峰就任後的2年裏，他在深度調研大黑崗
子鎮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同時，對殘疾、孤
兒、低保、五保家庭、16 歲以下兒童進行摸
底，並利用瀋陽市慈善總會的資金，給予70人
每人2,000元生活補助，總計協調資金14萬餘
元，用實際行動溫暖了貧困村民的心。

從沒有銷售額的一籌莫展，到如今年銷售額
增長突破700萬元的強勁勢頭，大黑崗子鎮張家
窩棚村書記、遼中區鴻騰雜糧種植專業合作社
負責人王程亮，親身經歷了農產品搭上互聯網
翅膀後的魔法效應。

合作社成立遇難題
從村會計成長為村書記，王程亮是地地道道的
「村裏人」，過去的十多年來，他眼見面朝黃土
背朝天的老鄉們辛勤勞作卻收入微薄，更難敵天
災帶來的顆粒無收。「我們也想到了要改變，
2017年我們就成立合作社、流傳了2,000多畝
地，打算統一管理、統一經營。」然而，這個覆
蓋了幾乎全村百餘戶、600口人的合作社，卻在
成立後就遭遇了難題。「當時我們考慮得很簡
單，就是種水稻，賣大米，但走到市場上就賣不
出去了。」一輩子守着田地的王程亮和村民們怎
麼也想不通，好東西怎麼會沒人買？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李俊峰下派到了大黑崗

子鎮。「現在回想，李書記來了，不僅僅給我
們帶來了經濟效益，關鍵是帶來了新的想法和
視野。」王程亮感慨萬分，針對張家窩棚的情
況，李俊峰將這裏的大米包裝統一設計、強化

品牌形象，並帶到了多個農超對接會、年貨大
集的現場。2018年開始，這裏的春暉金谷園牌
綠色無公害大米、麵粉以及各種雜糧產品開始
走入市場。

李書記打開產銷路
跟着李俊峰跑商超、見採購商，王程亮積累

了銷售經驗，並漸漸獨立支撐起合作社的經營
銷售。「到今年11月，我們的農產品年銷售額
累計超過700萬元。」如此爆發式的增長背後，
是一條明確而清晰的農產品銷售之路。「第一
年李書記是在幫我們打品牌，農超會、年貨大
集的線下銷售，讓我們的品牌慢慢有了知名
度，去年底我們開始在淘寶、拼多多、阿里巴
巴等平台銷售，迎來了銷售額的爆發增長。」
回顧張家窩棚村短短3年的變化，王程亮也開

始用自己的思考籌謀未來。「過去幾十年，我們
老百姓的重點就在種植，李書記剛來的時候提出
很多想法，一些股東不理解，他就告訴我們要轉
變思路，農產品要賣出附加值才能致富。」如
今，這個膚色黝黑的合作社帶頭人把眼光放得更
加長遠，「合作社是我們村的支柱，未來我們的
重點是線上銷售，做強做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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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推銷員、業務員、策劃人、產業帶頭人」——「75後」李俊峰用這4個身份來概括自己在駐鎮第一書

記崗位上的成長軌跡與蛻變。伴隨着身份的轉變，李俊峰所派駐的遼寧省瀋陽市遼中區大黑崗子鎮

也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鄉鎮財政收入從2017年的年均不足10萬元（人民幣，下

同），到今年預計達到406萬元的規模。增長約40倍的背後，離不開

李俊峰多點帶動，突破重重困境，逐步成長為產業帶

頭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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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賣出附加值才是實力

■■駐鎮書記李俊峰在大黑崗子鎮的農地裏幹農活

駐鎮書記李俊峰在大黑崗子鎮的農地裏幹農活。。受訪者供圖
受訪者供圖

■■李俊峰李俊峰（（右右））和村民在一起
和村民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受訪者供圖

▲今年11月豐收時節，

李俊峰（左）和村民捧

起豐收的玉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攝

▶李俊峰在他策劃發起的

「紅色鄉村第一書記展覽

館集市」上向參觀市民介

紹大黑崗子鎮的優質農產

品。
受訪者供圖

■■李俊峰在特困戶家中幫忙照顧老人李俊峰在特困戶家中幫忙照顧老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李俊峰重新設計和包裝的花生油李俊峰重新設計和包裝的花生油，，如今如今
已成為當地農產品品牌已成為當地農產品品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大黑崗子鎮簡介

隸屬遼寧省瀋陽市遼中區，位於遼中區西北邊

陲，距瀋陽市中心105公
里。

共有9個行政村，36個自然屯，4,200
戶，

1.5萬人口，耕地面積60平方公里。

這裏曾是遼中區的貧困鄉鎮，財政收入

在全區17個鎮中最少。

2018年
以前只有3家個體小規模油坊。

2017年
，鎮財政收入年平均不足10

萬元（人民幣，下同），佔該區最好

鄉鎮財政收入的0.12%
。

2018年
，鎮財政收入增至73

萬元。

2019年
，鎮財政收入達到83

萬元。

2020年
，預計鎮財政收入可達

406萬
元。

朋友圈發文朋友圈發文
為癱瘓老人募輪椅為癱瘓老人募輪椅

2018年 3 月底，東
北農村，春寒料峭，
李俊峰接到派駐任務
來到大黑崗子鎮出任黨
委第一副書記。「初到
鄉村對一切都感到新奇，
但是隨着深入了解，卻發
現存在的困難超乎我的預
想，壓在心頭簡直都成了我
的心病。」李俊峰在自己的
駐鎮日記中這樣寫道。

為百萬斤積壓農產找銷路
壓在李俊峰心頭的，正是積壓在鄉村笨榨工廠中的上百萬斤花生和花

生油，以及滯銷的近十萬斤無公害大米。「農戶整個春節都沒過安
穩。」如今提起剛一上任就遇到的大考，李俊峰仍愁眉難解。2019年，
因為簽約種植採購的廠商單方面毀約，這裏172戶農民的近百萬斤花生嚴
重積壓，「當時村書記為了緩和農戶的不理解情緒，就把這些花生都集
中起來，建了個手工笨榨的花生油廠，但榨好的花生油還是無人問
津。」這也帶來了他第一次的身份轉變，「為了找銷路，我來了之後就
變成推銷員和業務員，帶着花生油的樣品回到瀋陽市內，找大超市推
廣。」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沒有經驗的他，一次次鼓起勇氣上門推介，卻
遭遇一次次的閉門羹。李俊峰開始冷靜反思，「我一邊在網上學習農產
品銷售的知識，一邊聯繫買家了解需求，終於找到了滯銷的癥結所在，
那就是要重新對花生油進行產品定位，改良包裝設計。」調整思路後，
他又當起了「策劃人」，周末休息時間，他回到市內考察各大批發市場
中的花生油包裝，同時聯絡多家設計公司，對外包裝做精細的設計與修
改。為了拓展花生製品的銷路，他召開座談會探討如何豐富花生深加工
的產品品類……

花生油壓榨廠邁向現代化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的農產品沒有人知道，又怎麼能賣得出去？」
利用曾經在政協宣傳部門的工作經驗，李俊峰決定「對症下藥」，策劃
一場農超對接會，將商家和媒體記者請到大黑崗子的田間地頭來。當年
的6月初，大黑崗子鎮舉辦了一場大型農超對接會，香米、雜糧、花生油
等設計獨特、品質上乘的特色農產品包裝上架。
正是在這樣的努力下，大黑崗子的農產品終於走出了大山，進入到十
多家瀋陽商超，到2108年底，李俊峰不僅解決了積壓花生的銷售問題，
更將原來花生原油工廠的7個3噸儲油罐擴建為27個。如今，擴建一新的
花生油壓榨工廠正不斷嘗試向現代化工廠改造，「今年我又給車間門口
安裝了紫外線消毒設備，保證工廠生產的衞生安全。」

接連策劃農超對接展銷會
「把花生賣出去，更要把新觀念帶回來！」農超對接會讓李俊峰對駐村責

任更多了一份思考，同時擔任瀋陽市選派幹部管理組副組長的他，決定搭建
更多平台，他接連策劃了「紅色鄉村第一書記展覽館集市」、「紅色鄉村聯
營大集」等近十個年度農超對接展銷會。到2019年，大黑崗子鎮農產品的電
商銷售額就已累計達1,500萬元，農戶每畝地的收入增加近600元。

引進新項目壯大集體經濟
一邊是農產品走入穩定的銷售渠道，一邊李俊峰又開始籌劃起招
商引資的工作。「大黑崗子鎮是遼中區的貧困鄉鎮，財政收入寥寥
無幾，我就主動請纓認領了招商引資的任務。」然而他面臨的依
然是上門推介一次次被拒絕又一次次重整旗鼓的困境。「功夫
不負有心人，2018年8月，我和鎮上同事奔波了多個辦事部門
後，第一家企業順利落戶。」今年，他又成功引進了一家投資
3,000萬元的飛地項目，讓集體經濟的壯大走上快車道。
如今，回想起從農產品業務員一路成長為鄉村產業帶頭人的
經歷，李俊峰在駐村日記中這樣寫道：「讓貧困農民擺脫困
境，實現『兩不愁、三保障』是總書記提出的要求……這就要
求我們選派幹部要下得去、融得進……通過千千萬萬個第一書
記的努力，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
展，讓一個個貧困鄉村舊貌換新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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