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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第一书记 

  走进清远市阳山县大峎镇沙田村，党群服务中心一侧连片的无花果基地引人注目。这是

黄埔区驻沙田村第一书记李伟智倾注心血的结果，也是沙田村村民寄予厚望的“致富基地”。 

  李伟智出生于 1989年。2019年，在这位年轻驻村干部的带领下，沙田村迎来了历史性

的变化。他带领扶贫工作组，解决了村里的饮水问题，落实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大力发

展无花果产业。2019年 11月，沙田村 47户 109人全数申请脱贫，沙田村也在 2019年迈出

贫困村行列。 

  统筹/徐静、王晨阳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缪璟 通讯员孙国栋 

  作为一个“广州后生仔”，刚开始从喧嚣的城市来到偏远的山村，李伟智坦言“不习惯”。 

  按照相关规定，与李伟智同一届的驻村第一书记于 2019 年 5 月到任，但在广州高新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安排下，李伟智早在 2018年 12月就来到了沙田村，协助上一任第一书

记进行驻村工作，提早了足足半年。经过半年的交接工作，李伟智正式“接棒”时，初来时

的陌生已被熟悉的感觉代替。 

  李伟智今年 32岁，在黄埔区驻阳山县 35个“第一书记”中，他的年龄排倒数第三。他

既有年轻人敢作敢为的冲劲，也有多年沉淀基层的工作经验——此前从事的城中村拆迁工作

帮助他迅速适应了繁琐的驻村事务。谈起驻村一年半以来的感想，他认为，做扶贫工作要带

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在驻村工作中学到了许多在企业里无法涉足的知识，比如工程建设

和农业耕作，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和历练。” 

  驻村工作期间，李伟智通过多次调研走访，了解村民最迫切的需求，改善村民生活条件。 

  据了解，为了改善农村饮水问题，李伟智与沙田村委会共同研究，为沙田村剩余 5个村

小组安装安全用水，共投入 45 万元。此外，他还主导了土地硬底化、夜间照明等工程，对

村庄环境进行改造升级。 

  “去年家里盖起了新房，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唐汉村是沙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之

前从部队退伍后因腰伤成疾在家待业的他，如今因为小小的无花果，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据李伟智介绍，沙田村的自然环境适合种植无花果，而且无花果采摘周期较长，投入产

出回报高。自 2017 年起，沙田村扶贫工作组开始鼓励村民种植无花果，并且作为沙田村产

业扶贫的主导产业重点，通过流转土地，以“合作社+农户+贫困户”形式发展规模化项目。 

  村民以土地入股，参与无花果产业经营，并享受二次分红；贫困户则以资金入股与务工

的形式参与产业经营。据了解，2018 年以来，种植基地共聘请当地村民务工约 180 人次，

其中贫困户就有 60人次。 

  2019 年，在李伟智的牵头下，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加大了对沙田村无花果基地的投资



力度，除了之前投资的四方楼合作社，还新增对以贫困户为主导的慧民合作社的投资。据李

伟智介绍，全村两个合作社共种植无花果 150亩，每亩收成约 4000斤，带动 15户 27名贫

困户参与无花果种植。 

  唐汉村表示，从 2018 年起，就陆续有清远、广州、深圳等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沙田村无

花果基地采摘和游玩，他计划年内在沙田村开一家农家乐，为前来采摘无花果的游客提供餐

饮服务。 

  这也是李伟智对于沙田村的期望，他告诉记者，未来沙田村将实现旅游观光、采摘无花

果、农家乐等项目的一体化、产业化。 

  沙田村的脱贫路 

  沙田村登记造册的帮扶对象共有 47户 109人，其中一般贫困户 26户 78人，低保户 16

户 26人，五保户 5 户 5人。2019年 11月底，沙田村贫困户 47户 109人全数申请脱贫，沙

田村已退出贫困村之列，实现了脱贫摘帽。脱贫人口在安全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用电、电

视信号覆盖、网络信号覆盖、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和稳定收入或最低生活保障 8个方面均已

得到落实。经过高新区集团 2016-2019年四年的精准帮扶，沙田村贫困户生活水平得到明显

提高，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6 年的 5700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8065 元,村集体年

收入由 15万元增加到 4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