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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时节，走进修水县何市镇火石村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智慧云中心，大屏幕上滚动

显示着果蔬大棚实时温度、光照、水量等数据。

村民通过物联网传感器监测技术，实现对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溯源全链条的数据分析。

只需轻轻一点，就能看到所有品种果蔬的销售

渠道、价格和销量。

插上智能化翅膀的火石村，为产业发展装

上新引擎：产业规模越做越大，智能化运转中

心、试验基地以及种植大棚创造出大量岗位，村

民务工机会、收入增加，先进的技术、上乘的产

品备受客户青睐。

“产业做大做强做优”，这是修水县人武部

一班人提出的“三步走”战略。2012 年以来，人

武部坚持派出驻村第一书记，为火石村的发展

出谋划策，协调引进大型农业领头企业，发展

“科技+农业”产业。如今，在高科技引擎的带动

下，园区实现从试种区选种到水培、水肥等培育

方式引进，从智能云平台行情分析到运输过程

冷链配送的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运作。

走进火石村农业基地，一座座蔬菜大棚错

落有致，农户们忙着采摘水果，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感谢政府和人武部的帮助，如今我在家

门口做工，既能增加收入，还能照顾家庭。”村民

李小红告诉笔者。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进入第 8 个年头，刘秋

燕见证了火石村的变迁。这个曾经人均年收

入只有 1500 元的贫困落后村，在人武部结对帮

扶的 10 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向笔

者展示了一组数据：10 年来，人武部先后为火

石村协调引进 2 家农业龙头企业，建设 9 个产

业基地，种植经济作物 4000 余亩，带动 300 余农

户增收致富。

每个月，人武部政委廖冰都要带领帮扶工

作队到火石村走一走，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

进一步优化产业。在他看来，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火车头”。下一步，他们将在火石村构

建“一村一品”示范带动、种养能手带头、村民主

动发展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并依托云中心打造

智慧农业研学板块，做强做优乡村旅游业。

科技赋能，产业迈入中高端

从幕阜山下的火石村到天台山旁的龙石村，从赣北“眉目之地”的金桥村到“候鸟天堂”沙湖山……江西省九江市
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见证着落后山村到中高端产业、生态宜居环境、浓郁国防文化交织的现代化美丽乡村的蝶变。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九江拥有 152公里长江岸
线，以及三分之二的鄱阳湖水域面积，承担着“一湖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流”的重大使命。近年来，九江军分区紧盯产
业优化、生态美化目标，协调各方力量建设帮扶村，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夯实组织堡垒、培育文明
新风，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日子火起来、精神富起来，走出一条科技优先、生态融合、组织发力、文化牵引融合发展的
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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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沙湖山芳草萋萋，沿着圩堤向鄱阳湖

看去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绿。圩堤内农业产业示

范园里的万亩良田一片繁忙景象：犁田机、插秧

机穿梭于田野间，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随着

一株株秧苗插播下去，一块块水田竞相“染”成绿

色，在阳光雨露滋养下孕育着收获的希望。

以前的沙湖山四面环水，仅有一条水泥路与外

界相连。前些年，这里环境杂乱，几乎年年都有洪

涝灾害，河流冲积物散落堆积。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差，不少村民选择外迁。对口帮扶的庐山市人武部

经过调研走访，提出了“变资源为资产”的建设思路。

庐山市人武部先是帮助引进一家浙江的企

业，对沙湖山临湖环岛路绿化美化进行规划设

计和改造。之后，又协调资金建设沙湖山生态

搬迁安置小区，鼓励村民退田还湖。

生态逐步恢复，环境一天天变美。圩堤顶

上，5 米宽、12 公里长的水泥公路视野开阔，路灯

点缀其中；游客服务中心、生态文明展示馆等设

施场馆拔地而起；曾经裸露的滩涂铺满了草皮，

蜿蜒的环岛步道串联起数个观鸟点……沙湖山

徐徐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

村民左勇曾靠种植十几亩水田为生，收入

不高。这几年，在人武部的指导下，沙湖山管理

处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集体土地流转。左勇

将土地流转后，每年租金收入数千元，还在人武

部的帮助下进入排涝站工作。切身享受到生态

改善的红利，左勇主动申请加入民兵组织，决心

带头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为有效抵御洪涝灾害，打造生态安全屏障，

庐山市人武部还协调资金，建设沙湖山加固工

程。“以前住的房子低矮潮湿不说，还总是担心

洪水倒灌。通过生态搬迁，彻底解决了洪水隐

患，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民左冬生住进人武

部帮建的新居，高兴得合不拢嘴。

此外，该市人武部还组织 12 名民兵负责禁

捕和巡湖工作，协助沙湖山开展湖区“四乱”整

治、非法围堰平退、封洲禁牧、禁捕退捕等行动，

彻底清理非法围堤、残留渔具，实现护渔、候鸟

保护一体化运行，为有效维护湖区秩序和生态

安全贡献迷彩力量。

环保提能，变资源为资产

走进九江市柴桑区城门街道金桥村扶贫产

业园，温室大棚里韭菜长势旺盛。另一侧，兵支

书赵大坤正忙着和村民铺植绿化草坪。

望着金桥村占地 1000 余亩的特色种植产业

园，赵大坤感慨万千。他没想到，曾经穷得叮当

响的小村子，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村。

2012 年，在上海工作的赵大坤回家探亲时

发现，老家金桥村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金桥

村的发展现状让赵大坤深受触动，当过兵的他

决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深思熟虑后，他辞去

了大城市优越稳定的工作，回乡竞选成为村委

委员，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经过 3 年多的调研探索，赵大坤摸索出一套

强村富民的“法宝”，即从壮大党组织入手，采取

“党建+土地合作社”方式，通过村党总支引领、

集体主抓、贫困户入股分红及其他固定资产利

用等，建设发展产业基地。这一提议很快得到

村委会和大多数村民认同。

通过土地流转，金桥村建成了集油茶、稻

虾、蔬菜等于一体的多元化特色种植产业园。

在柴桑区人武部的帮扶下，建起连栋大棚及果

蔬脆加工厂等配套设施。产业的发展让村民尝

到甜头，不仅可以在产业园务工创收，还可以入

股分红。2020 年，在村两委换届时，村民一致推

选赵大坤为村党支部书记。

村集体经济壮大后，赵大坤把产业收入以

及各级帮扶资金用在村民房屋维修、改水改厕、

入户便道翻新等民生领域中，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近 3 年来，赵大坤带领村民修建多条村道，

实现全村所有村组通水泥路；新打饮用水机井 9

口，铺设自来水管网 1 万余米，家家户户喝上干

净放心的自来水；安装太阳能路灯 110 盏，方便

村民夜间出行。

乡亲们把赵大坤当作主心骨，赵大坤把乡

亲们当作亲人。他与村民一道起早贪黑，紧盯

村民烦心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村民急难愁

盼问题。如今，金桥村集体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实现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

走在金桥村，每次提起“赵书记”，村民都是

津津乐道。“遇到矛盾纠纷、大事小事，赵书记总

把大家伙儿召集到一块商量，是他带领我们过

上了好日子。”刘彦保是金桥村的老党员，提及

这些年村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深有感

触地说。

组织强能，老兵成致富带头人
“大家伙儿听说了吗，黎鱼平又做好事啦！

熊老在野外采茶时，不小心摔断肋骨，是黎鱼平

救了他。村里给黎鱼平在‘公德银行’记了 30

分，咱们也要向他学习，多做好事。”近日，在九

江市武宁县清江乡龙石村村委会，村党支部书

记邓福生正在向村民广播好人好事。

龙石村的“公德银行”是九江军分区一手打

造的。军分区结对帮扶龙石村之初，村民中经

常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甚至还有个别违法乱纪

现象。为了树立文明新风，祛除陋习歪风，九江

军分区探索实施“公德模式”——建立“公德银

行”+“公德超市”。他们借鉴银行管理模式，以

家庭为储户单位，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现代文明乡风等，制定包括 27 项正面清单、11 项

负面清单的积分细则，对善行义举、文明行为表

扬加分，对违法违规、不诚信等行为批评扣分，

积分计入家庭“公德账户”，作为评选表彰的依

据，并可用积分在“公德超市”兑换等量的由军

分区捐助的生活用品。

“公德银行”建起后，讲文明做好事在龙石

村蔚然成风。该模式运行 4 年来，已有 1200 余

人次登记加分，累计积分超过 1 万分。“公德银

行”+“公德超市”不仅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还

激发村民迈开步子赚钱过富日子、陶冶情操过

好日子。目前，已有周边多个村镇借鉴此做法。

乡风淳，乡村兴。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

乡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九江军

分区政委余文生表示，乡村振兴号角吹响后，军

分区一方面继续巩固扩大“公德银行”+“公德超

市”成果，树立文明村风，另一方面倾力打造“国

防+文化”，丰富村民精神食粮。

离“公德银行”不远处，便是九江军分区帮

建的龙石村国防教育文化广场。几名适龄青年

正站在“踊跃报名应征 服从祖国挑选”的红色

展板前，了解最新征兵政策。

“村里的政策宣讲、征兵宣传、红歌比赛等

活动都在这个广场举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越来越丰富。”村民王国君一有空，就来到国防

教育文化广场，感受这里的红色文化气息。

邓福生介绍，在部队的帮扶下，龙石村已然

形成看新闻、学政策、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氛

围。下一步，军地还要联合建设占地 120 平方米

的国防教育馆，以记录村容村貌变化、产业发展

脉络的形式，传播乡村文化和国防理念。

新风显能，公德善举蔚然成风

初夏时节，行走在火石村，幸福的气

息扑面而来：在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一座座现代化种植大棚拔地而起，村

间小路旁耸立着一栋栋新楼房，乡间绿树

成荫、花果飘香，好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

画卷。

火石村位于原国家级贫困县——江西

省修水县，地处山区，林多地少，人均耕地

不到 1亩。2012年，修水县人武部对口帮

扶该村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500元。

2016 年，我以人武部职工的身份被

派驻到火石村担任第一书记。刚到火石

村时，我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村间小

路晴天是坑、雨天成湖，车子晴天跳着走、

雨天推着走。面对难啃的硬骨头，我顿时

感觉到一份沉甸甸的压力，心里默默地下

定决心：坚决不能当逃兵，一定要把村里

搞出个模样来。

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是关

键。前些年，人武部投资建设了桑葚基

地，我索性在基地旁“安家”。从桑葚种

植、管护到采摘，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

作，桑葚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仅今年“五

一”期间的销售额就有 5万多元。

现 在 村 里 到 处 都 是 致 富 的“ 聚 宝

盆”。除了桑葚，全村利用林地种植油茶、

果桑、青钱柳、雷竹等 20 余种经济作物，

村民除在基地务工领取报酬外，还可在年

底获得一笔入股分红。去年，人武部协调

引进企业建设蔬菜大棚基地。两个月时

间，我天天县乡两地来回跑，协调相关事

宜。基地顺利投产时，村民个个喜笑颜

开，我心里也为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万分

高兴。

“感谢老刘，是他带领我们把柏油路

一段一段修到各村组，出家门走新路、去

基地上班，我们的生活比城里人都舒服。”

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对我更加信任，

称呼也从“刘书记”变成了“老刘”。

夕阳的余晖洒在桑葚枝上，金黄的油

菜花、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居组成一幅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图景。带着村民的

期许，我有了新的愿景：乘着高科技示范

园的东风，把火石村打造成集研学、生态、

观光、旅游等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林小强整理）

火石村有了新模样
■江西省修水县何市镇火石村驻村第一书记 刘林华

智能火石智能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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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兵支书赵大坤与村民交流心得。 吴 杨摄

图②：村民到“公德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余紫娟摄

图③：火石村现代农业产业园智慧云中心。 包天龙摄

图④：庐山市人武部帮助沙湖山开展生态建设。 汪仪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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