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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味”乡村无藩篱
——重庆市铜梁区政协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法治乡村院坝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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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蜂子”
——记湖北省宜昌市政协委员、五峰土

家族自治县政协主席文牧

本报记者 毛丽萍

“采花毛尖”“红和祥”，提到这些茶叶名牌产
品，人们便会想到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茶叶是这个全国深度贫困县的脱贫致富支柱产
业。如今，这里除茶叶外，五峰中蜂和中药材产业
扶贫的模式和经验，也赢得了国家、省有关领导、
专家和业界好评。这其中，不得不提及这位绰号

“文蜂子”的宜昌市政协委员、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政协主席文牧。

2015年6月起，文牧担任五峰县政协主席。适逢
国家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推进之际，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整体推进产业扶贫，就是文牧工作中思考、
酝酿、谋划最重要的事情。

文牧人如其名，花白的头发，鼻梁上架一副眼
镜，慈眉善目，毫无官架子，初见印象像极了一位专
家教授。

回顾担任政协主席的这几年，文牧说：“政协主
席的使命、共抓扶贫的责任促使我迅速行动，发动
主席会议成员，选定在五峰具有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发展优势的茶叶、中蜂、中药材三大特色产
业，组成工作专班，聚焦特色产业发展开展全面调
研，积极向县委县政府建议大力发展‘三大特色产
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县委采纳政协建议，2015
年起步发展中蜂产业，2018 年加大力度发展中药材
产业，并决定由我担任中蜂、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组长。经过 5 年的发展实践，2019 年县委确立

‘一茶两中’（即茶叶、中蜂、中药材） 的特色产业
战略布局。”

寥寥几句话，背后的故事却并不简单。选好产业
不容易，发展产业更不能“一天起头，两天散伙”，

“探讨中蜂产业发展”成了县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会议的主题。文牧开始带队一边调研市场，了解蜂产
品的供给结构和发展空间；一边沉下乡村了解农民的
期盼。

2015 年，县政协根据调研结果，形成了 《发展
中蜂产业，助推精准扶贫》专题建议，并提交县委、
县政府。次年，五峰县把中蜂产业作为继茶叶之后的
特色优势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和培育，针对不同贫困
人群开发出5种扶贫模式，累计向贫困户发放中蜂产
业奖补资金近1000万元。

作为中蜂产业领导小组组长，为了给蜂农最科学
的指导，文牧坚持订阅蜂业杂志，学习蜂业技术，并
将在各地考察所得的知识传授给蜂农。虽然是“半路
出家”，但文牧成了懂“蜂言蜂语”的专家，今年已
为蜂农授课 2000 余人次。有些蜂农直接给文牧打电
话，咨询养蜂技术。

醉心养蜂的文牧，整天嘴里念着五峰产业化养蜂
经，心里挂着贫困户脱贫致富经。家人打趣地说：

“不要蜂子没养好，自己倒变成了疯子。”自此，“文
蜂子”的雅号传叫开。

“我印象深刻的有个长乐坪镇桥坪村。记得2015
年第一次去调研，发现少数农民开始采挖野生七叶
一枝花、竹节参等野生名贵中药材，让我看到了当
地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对产业发展的渴求与困惑。
随后我带领农业科技界的委员去实地培训和指导，
组织大家考察学习外地先进经验，请省里专家到村
到户指导，引导他们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植，并结
合养殖中华蜜蜂，探索实践‘林药蜂’生态栽培、
种养结合、融合发展模式，受到当地群众积极响应
和业内专家肯定。如今，全村 331户有 310户种植中
药材，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以上。现在，这
个村已发展成为湖北省有名的高山中药材特色产业
专业村，全县类似的一批特色产业专业村也正在你
追我赶。”

5年来，文牧的工作日每年都超过了 300天，车
每年跑3万公里以上，一年穿坏两双鞋是平常事，早
上七八点出发、夜晚十一二点回家也是常态。

中药材产业扶贫成效显著，2019 年 11 月 10 日，
县委召开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办公会，决定设
立中药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00万元，出台8个专项
政策支持全县中药材产业做优做大做强。2019 年
底，五峰通过国家扶贫验收。据统计，2020 年全县
中药材总面积35.6万亩，产量达3万多吨，综合产值
9亿元。

全县农民发展中蜂、中药材的积极性不断增强，
中蜂、中药材农民合作社不断壮大，产地初加工企业
不断发育。中药材产业占全县贫困户总收入的 48%。
全县有近万户发展中蜂10.2万群，户均实现产业增收
3000 元以上；有 6395 个贫困户发展中药材 1.9 万余
亩，户均增收3500元以上。

文牧说：“在多年扶贫工作实践中，我深刻体会
到，扶贫的重点在产业，产业扶贫的关键要靠‘能
人’。”

5 年来，茶叶、中蜂、中药材产业界的“能
人”，先后有10多人被吸纳进政协组织，成为引领特
色产业发展和特色产业扶贫的领军人物。作为基层政
协主席，文牧以政协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现和
培养“能人”，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带动更多的贫
困户脱贫。

4 月 27 日中午，简单扒拉了几口饭，
重庆市铜梁区旧县街道檬梓村党支部书记
周在海就带上笔记本，一溜小跑赶往该区
政协牵头的法治乡村建设协商会场。一个
农家院坝，一圈凳子，村民、街道和村干
部、基层法官、司法局干部，连同从事政

法工作的6名政协委员团团围坐，正商量着
村里的“法务事”找谁办？谁能办？怎么办？

老周看到，隔壁丁家村的支部书记唐大
伦也来了，还听到他在会场上抛出了一个观
点——法治乡村建设应该让法院打主力。依
据是去年丁家村两户人家因相邻田地谁多占

了2厘地闹了起来，村里多次调解无果，最
后靠着“一镇一法官”的巡回法庭才调解
好。老唐还拉上“2厘田地纠纷案”的当事
人现身说法，赢得现场不少掌声。

“我不赞同这个说法！”老周把手举得老
高，用反对声跟老朋友打起了招呼，他认
为，法治乡村建设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法
院、司法所、派出所、综治巡逻都是专业
的，基层的小矛盾多且复杂，不能靠哪一个
单位单打独斗完成。”灯越拨越亮，理越辩越
明。老周的观点立刻得到了更多的鼓掌支
持，大家也纷纷表示，这才是区委实施“党
建扎桩、治理结网”工程，推进乡村治理工
作的核心所在，也是汇聚13万少云志愿者力
量参与“积分制”、“五风”浸润、乡村环境
整治等工作的源头活水所在。

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普法知识村民不
爱看，看不懂怎么办？如何把信访不信法的
认识根本扭转？农村法律人才少，遇到土地
纠纷、劳动纠纷找谁最管用？有了大家的支
持，老周干脆竹筒倒豆般把工作中的疑问一
股脑倒了出来。“年纪大了，看那些关于法律
的本本册册很费力。”“一碗水端得平，都会
服气。”……

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也立即收获了相关
部门的回应。区法院副院长张勇表示，除了巡回
法庭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外，他们也
正探索通过开设手机客户端平台、建设普法微
信群发送典型案例等，将传统与现代传播方式

融合进入普法过程。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坦言，
将进一步抓实综治巡逻队伍建设，做好基层巡
逻、普法、调解工作，为法治乡村建设尽一份力。

“首先要破除思想上的藩篱。”区政协社
法委主任刘兵认为，法治乡村建设最大的拦
路虎是普法。如何让老百姓对普法知识爱听
爱看能理解是关键。刘兵开出的药方是因人
制宜，给种田人讲《土地承包法》，给农业业
主、企业老板讲《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给街
坊邻居讲《民法典》……

“公平执法才是根本所在。”在司法战线
工作了 7 年的丁生堂委员把目光投向执行
难。他认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
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
正义，才是信法不信访的要义，也是一碗水
端平的关键。

“村规民约和乡贤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身为律师服务团成员的袁登胜委员关注着德
治和自治的力量，他希望通过自治的生根发
芽，德治的春风化雨，为法治打下坚实基础。

……
怎样依法治村？大家的参与热情高涨，

有问题反映，有深度思考，也有对策建议。
但让老周印象最深的还是区政协副主席汪德
富对院坝协商会的评价：“这既是村民参与农
村社会治理的协商会，也是讲政策、促公平
的普法会。”只要让更多的村民在辩理论据中
知法、明法、尊法、守法，老周觉得乡村

“法味”飘香就不会再有阻碍。

近年来，安徽省宿州市政协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政协工
作有关要求，把争取党委重视、增强工作力
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作为解决“两
个薄弱”问题的关键点、突破点和着力点，
着力提升市县政协整体工作质量和水平。日
前，本报记者采访了该市政协主席许广斌。

记者：人民政协工作离不开党委的重视
与支持，宿州市政协在解决“两个薄弱”问
题上，是如何争取党委重视的？

许广斌：在破解市县政协“两个薄弱”
难题方面，我们把争取党委重视支持作为解
决“两个薄弱”问题的关键点。五届市政协
成立不久，我们会同组织、统战、编办等部
门针对县区政协机构设置、人员力量配备等
情况，联合开展调研，全面掌握县区政协基
本情况，向市委作了专题汇报，引起市委的
高度重视。

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党委常委会会

议、四大班子工作例会等平台，就“两个薄
弱”问题经常性向党委专题汇报，市、县区委
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亲自牵头协调解决具体
问题。积极推动党委健全机制，协助市委先后
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
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加强专门委
员会工作力量配备、建立乡镇政协工作召集人
制度等刚性要求，为解决“两个薄弱”问题打
开了突破口、明确了发力点。各县区委结合各
自实际，及时出台了具体贯彻落实意见。

记者：这些意见建议是如何落地的？在加
强工作力量配备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许广斌：我们加大探索力度，坚持多措并
举，通过“三个着力”努力推动一批实际问题
的解决。

着力增强政协机关人员力量。主动争取市
委的支持，在市委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
转岗到政协机关或专委会的负责人不占政协编

制，为增强机关力量预留了空间。通过招录、
遴选等方式，有效充实机关人员力量。同时，
向市委申请成立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中心，及
时得到批复，增加事业编制5名。各县区政协
也积极探索通过设立内设机构等方式，向党委
申请增加人员编制。

着力增强专委会工作力量。指导县区政协
进一步优化调整专委会机构设置，目前全市四
县一区政协专委会主任、副主任以专职或兼职
形式作了相应配备，政协专委会“一人委”问
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着力落实乡镇政协工作召集人制度。明确
提出“提名推荐专职乡镇（街道）党委副书记
为县区政协委员，兼任政协工作召集人”等要
求，目前全市106个乡镇（街道）已全部配齐
政协工作召集人，实现了对委员联络服务管理
的全覆盖。各县区政协在完善多层次委员联络
服务体系的同时，积极探索创新，进一步夯实
基层政协工作基础。

记者：增强了人员力量，强化市县政协基
础工作便有了基础。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如何
立足主业服务中心工作？

许广斌：我们以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
重点，通过“领、帮、带”等举措，市县政协同频，
聚焦协商主责主业，更好服务中心工作。

突出“领”，构建协商格局。保证协商频
次，指导各县区政协开展多层次、高质量的协
商活动，进一步落实县区政协会同党委、政府
共同制定实施年度重点协商计划工作机制。目
前，各县区政协每年开展协商活动均不少于6
次，在凸显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中更好助推
基层社会治理。

积极“帮”，完善协商机制。定期召开县
区政协主席座谈会、市县（区）政协工作座谈
会，加强经验交流，进一步带动县区政协健全
协商机制、提升协商活力。如市政协构建了

“5+N”协商式监督体系，通过出台一系列制
度和措施，推动县区政协不断完善协商式监督
机制，形成了“问政面对面”、评议监督等具
有基层政协特色的协商监督模式。

注重“带”，形成协商合力。统筹县区政
协全程参与市政协重点协商、调研视察等履
职活动，形成常态化的联动履职机制。如近
年来在开展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助力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点协商活动中，始终坚
持市县政协“一盘棋”，通过组织联动调研、
协商，着力提升协商实效，积极服务全市改
革发展大局。

争取重视 多管齐下 市县同频
——安徽省宿州市政协主席许广斌谈如何解决“两个薄弱”

本报记者 胡方玉

文牧文牧 （（右右）） 调研五峰县五倍子产业苔藓基地建设调研五峰县五倍子产业苔藓基地建设

“真心感谢政协驻村帮扶工作队，要不
是他们的帮助，我们过不上这么好的日
子。”4月初，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
区彭堡镇美丽如画，该镇曹洼村村民吴保
民说到这几年的变化，眼睛里不由得放光。

曹洼村地处偏远，信息闭塞，村民多
以种地为生，靠天吃饭。“路窄弯多，一遇
雨雪天气，土路就成了泥滩，大人出不了
村，小孩上不了学。”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政
协驻村第一书记樊国强告诉记者。刚驻村
时，由于缺乏产业，村里经济萧条，多数
人常年在外谋生。

“当时的曹洼村各组间道路不畅，农民
种植产业单一，养殖业比较匮乏，贫困户
的收入微乎其微。”樊国强说，除了路不通
外，村民用水以集雨窖水为主，遇大旱之
年，缺水现象十分严重，村集体收入几乎
为零，是原州区典型的“空壳村”。

为帮助这个“空壳村”尽快走入正
轨，原州区政协领导和扶贫队员撸起袖子
先从基础设施干起。

“对于曹洼村的帮扶，先要从路上动脑
子，我们多方筹资，把进村的路硬化、修
通，路通了，人心也顺畅了。”原州区政协
主席何锟是村里的常客，他走村入户，把

村里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随着道路的畅
通，该村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入资
金计划对村庄道路、绿化、路灯、围墙等
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工作队开始实
施产业帮扶。工作队不贪大求全，因户制
宜、因人施策，让每家每户都有了产业，
一点一点改变了贫困村的旧模样。2017年
3 月，曹洼村成立村经济合作社，为村民
发放金融扶贫贷款 670 万元，让村民全部
有了增收产业，村民的生活开始发生改变。

“我家有7口人，原先生活很难，吃饭
都成问题，只能靠低保度日。”吴保民说，
他会一定养殖技术，能养牛，扶贫工作队
来了后，积极协调帮助他通过村集体贷款
5 万元，养了 4 头牛。经过 4 年发展，目
前，他家的牛已经发展到15头，成了村里
有名的养殖大户。“现在每头牛政府补助
2000元，加上土地流转种植冷凉蔬菜的收
入，每年能挣5万元。”吴保民笑着说。

2018年，曹洼村迎来了危房改造，工
作队积极协调原州区住建局，和专业鉴定
人员对改建农户的住房进行安全性鉴定，
对鉴定不达标的住房立即制定整改方案，
督促农户加快整改，确保所建新房达标合

格，让农户真正住上放心房。“土房子换成
了砖混结构的新房子，子女在外务工也有
了收入。”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曹怀军说，
他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生
活充满信心，这都是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
给的。

曹洼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17 户，大

家从熬日子到过日子，再到奔日子，思想
解放了，致富的劲头也足了。经过几年的
共同努力，2020 年该村顺利实现贫困村出
列。村集体收入达到 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达到 3万元。

“只要不偷懒，将来的日子一定会更
好！”曹怀军满怀信心地说。

“空壳村”脱贫记
马军 本报记者 范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