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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泥土越近，就越有活力

2023年12 月 18 日，榆林市府谷县海则庙
便民服务中心磁尧沟村，36 岁的驻村干部王
拉拉走在山道上。“这几天特别冷，村里独居老
人多，不去看一下心里不踏实。”冬天的风冷飕
飕的，王拉拉的脸被刮得通红。

“闺女，进屋暖暖。”村民刘爱梅正在喂猪，
看到王拉拉远远就招呼着。

“婶，不进屋了，还要去山上杨奶奶家。”帮
着喂完猪，王拉拉又往山上走去。

除了养猪种地，刘爱梅还在村里幸福院务
工，每月都有收入。“这几年不光村里变化大，这
娃也越来越能干。”说起王拉拉，刘爱梅直夸，

“没想到这城里娃一点都不娇气，啥活都干。”
大学毕业后，王拉拉就到了乡镇。虽然离家

远，但经常穿梭在地头，感受着淳朴乡风，王拉拉
很满足。用她的话说，每天不是忙村里的事，就
是处理群众身边的事，很是锻炼人。2020 年被
派往磁尧沟驻村时，王拉拉鼓足了劲。

磁尧沟村地处黄土高原，全村 452 户 1200
多人沿着沟沟坎坎分散居住，主要种植玉米、
高粱等杂粮。由于来钱路子少，很多人外出务
工，常住的只有 120 人，而且多是老人、低保户
等困难群体。

作 为 驻 村 干 部 ，摸 清 村 情 民 情 是“ 必 修
课”。可王拉拉怎么也没想到，“步子”刚跨出
去，就碰了几鼻子灰。有一次，被干活的村民
说“没眼色”，她伤心得直抹泪。

“乡亲们其实很淳朴，只要真心干事，他们
就和你亲近。”哭过之后，王拉拉硬着头皮挨家
挨户上门。闲了，就拉拉话；忙了，就搭把手。
几个月下来，她不仅成了乡亲们家里的“常
客”，工作也越发顺手。

更换净水设备、发放耕地补偿款、给农户
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这几年，在各方帮助
下，王拉拉用这样的“成绩单”，把自己和乡亲
们连在了一起。

“离泥土越近，就越有活力，学到的也是真
本领。”在王拉拉看来，这是笔无形财富，多少
钱都换不来。尤其解决好一个又一个急难愁
盼问题后，看到乡亲们开心的笑脸，她就像上
了发条，“动力”更足了。

海则庙辖区有 7 个行政村。这几年，中心
先后派出 14 名年轻干部驻村历练。“在‘蹲苗’
中接地气，接地气干事才扎实。”海则庙便民服
务中心党委书记刘小宁说，中心通过周汇报、
月总结等方式，为这些“苗”把脉开方，让年轻
干部在乡村沃土“拔节”成长。

到一线到一线““蹲苗壮骨蹲苗壮骨”” 在基层摔打锤炼在基层摔打锤炼

让年轻干部在乡村“拔节”成长
本报记者 黄敏 文/图

庄稼人都知道，农作物只有熬过“蹲苗”这一关，才

能旺盛生长，耐得住旱涝、扛得起风雨，最后有所收

成。同样，年轻干部就像地里的幼苗，必须先把自己

“埋”下去，扎深根、坐稳苗，才能更好地吸收养分、向上

生长。

近年来，我省各地开启“蹲苗”培养模式，鼓励年轻

干部扎根基层，壮筋骨、见世面、长才干……很多地方

还通过搭台子、压担子、指路子等方式，为年轻干部“壮

苗出穗”打开新方式。如今，这些“苗”蹲得咋样？有没

有“水土不服”？有哪些变化？

离群众越近，就越有干劲

2023年7月，听说自己被派往范家营驻村
时，30岁的胡景二话没说，背上行李就来了。

关山脚下、普峪河畔，宝鸡市陇县天
成镇范家营村从里美到外。在这里，特
色民宿、人文景观应有尽有，柿园采摘、
地道美食、康养休闲等特色项目更是吸
引八方来客。全村 1200 人大多从事旅游
产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陇县县委宣传部工作的这几年，
胡景没少跑基层，村里的事、地里的活，
他都不陌生。但真正扎到村里，大事小
事齐上手，对胡景来说又是新考验。

“村里的事繁杂琐碎，看似小，牵扯
却大。从柴米油盐到产业发展，样样都
关系着群众利益，要干出成绩，就不能光
说不练。”驻村不到半年，村里的“家底”、
每家每户啥情况，胡景心里都有本账。

柿 子 是 范 家 营 村 一 项“ 金 钥 匙 ”产
业，柿子树种植面积 1000 多亩。夏天，
柿子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加上旅游旺
季，村里人气火爆。一进村，胡景就一头
扎在产业项目上。

“干农活，群众是‘老把式’；搞产业，
村干部、带头人是行家，不懂就问，不会
就学，慢慢就上手了。”这几个月，胡景深
刻体会到，只有了解群众需求，工作才能
干到“点”上。而要听到群众“真心话”，
就要离他们更近一点。

入冬后，地里没啥活，来旅游的人也
少了。胡景却闲不下来，村里村外、东家
西家来回跑。

“来，吃柿饼，看叔这手艺咋样？”70
岁的王栓定正在家里“捏”柿饼，胡景一
进门，他就看到了。还没吃，胡景心里就

甜滋滋的。看着老人还在忙活，他也蹲
在一旁，“现学现卖”帮着给柿饼“捏心”。

“这娃踏实，啥事一学就会。”在王栓
定眼里，胡景不像“坐办公室”的，一点架
子都没有，“我家几亩柿子他比我都上
心，从采摘到销售，帮了不少忙哩。”

这 几 天 ，村 里 雷 音 山 景 区 面 临“ 升
级”，检查工作紧锣密鼓。胡景没敢多
坐，“捏”完柿饼就忙活去了。“以前总想
着轰轰烈烈干大事。现在，我觉得把群
众身边的小事干好，就是幸福的大事。”
指着远处的山坡，胡景说自己就像坡上
的林草，只要把根扎实，就能长得旺、长
得高。

在陇县，还有 100 多名像胡景一样的
年轻干部，他们正奔走在田间地头，在一
次次摸爬打滚中越来越壮实……

离实干越近，就越有底气

安康市汉滨区双龙镇中山村，山清
水秀。作为大学生村官，汪子文已经在
这里工作了 5 个年头，大多时间都住在村
里。包联的 11 组 33 个人在他心里就是

“自家人”，而大伙也没拿他当“外人”，有
啥事都找他。

最近下了几场雪，山里更冷了，大伙

取暖、出行、干活……桩桩件件汪子文都
要操心。加上农村合作医疗缴费的事，
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

“ 村 里 老 人 多 ，又 不 会 用 手 机 交 合
疗，可对我来说就几分钟的事。办好了，
老 人 就 心 里 踏 实 了 。”2023 年 12 月 20
日，在村民周家刚家里，汪子文三两下就
给他把合疗办妥了。

“喝口热水再出门，别仗着年轻就把
身体不当回事。”对汪子文，周家刚打心
里觉得亲近。

32 岁的汪子文是江西人。几年前，
他通过考试成了中山村大学生村官。原
以为村里的事好干，可“语言”这道关就
把他难住了。

“刚开始，群众说话我听不懂，我的
普通话也不好，说个啥，都没人搭理。”为
这事，汪子文没少下功夫，走东家、跑西
家，学方言、干农活，几个月后，“安康话”
他就说得有模有样，“活”也越干越扎实。

除了村上的事，汪子文主要负责包联
组33号人的大事小事：合疗、体检、申请产
业补贴、老人的衣食住行……这些年，跑了
多少路、干了多少事，汪子文也说不清。

“虽然都是小事，可越干心里越有底
气。”其实除了“小事”，汪子文还干了件

“大事”。
汪子文学的是美术。驻村后，他发

现村里有不少留守儿童，孩子们放学后，
没事就满村疯跑。何不抽时间免费教孩
子们绘画？“课堂”都是现成的，就是眼前
的山山水水。这想法一冒出来，村干部
先拍手叫好。

很快，在大伙的帮助下，中山村“美
术班”开课了，村里 7 个留守儿童一个都
没落。听说有这好事，很多村民也争着
把孩子送过来。

从 7 个孩子，到辅导全镇 1000 多个
孩子……几年来，山村“美术班”越来越
火。为给孩子们“打气”，这两年，汪子文
又办起了留守儿童绘画展，没想到从村
里一路“办”到了省外。今年，他还带着
20 多个山村“小画家”到北京领奖。很多
孩子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登上了以前连
想都不敢想的“大舞台”。

“见了大世面，一个个说话、走路都
不一样了，‘嘚瑟’得很。”看着孩子们朝
气蓬勃，汪子文也有使不完劲。受这个

“点子”启发，今年，双龙镇在镇上打造了
“美育研学基地”，让更多山区孩子从中
受益。而作为基地指导老师，汪子文更
忙了。每到周末，汪子文就手把手教孩子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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