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后海口驻村第一书记杨再东： 
沉下身子带好头 描绘“美丽乡村”蓝图 

 

     

    农丰村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紧靠着车来车往的高

速公路，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拥有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

村子坐落在南渡江畔，周围是广阔而富饶的土地，给该村的

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农丰村起源于宋时，一直以来，

村子以种植蔬菜为主要经济来源，村民们世代种菜的历史就

有百余年，拥有丰富的种植经验。 

    2018年，为发展集体经济，农丰村成立了农丰惠农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推出“浓丰农”品牌叶菜，打破传统销售

方式，把优质叶菜从田间地头直接供应到市民餐桌。“我们

村条件普通，但村民凝聚力强，大家依靠经验和一腔热血硬

是越干越好。”在长势喜人的豆角丛中，杨再东向记者讲述

起难忘的往事。 

    沉下身子带好头 杨再东靠的是“笨办法” 

    杨再东是个 80 后，老家在四川，到现在也不会说海南

话，他于 2018 年 7 月底到农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同时

也是乡村振兴工作队成员。他刚到村上任时有一些茫然，村

民们也不太愿意和他交流。“一个外地人，村里没人相信你

能帮他们发展起来，不认同你。”他告诉记者。于是，杨再

东想了个“笨办法”，第一个月干脆把空闲时间全部用在走



村入户工作上，上午一次全村走完，下午再走一次。农丰村

小，他几乎天天在村民面前晃悠，遇到村民就厚着脸打招呼。

“不理我没关系，第二次遇见我还打招呼，遇到讲普通话的

就聊村里。没过几天，村民就开始议论纷纷，逐渐村里也就

接受有这么一个人了，也愿意把困难讲给我听。”杨再东说。 

杨再东告诉记者，过去的农丰村，村民都是采用传统的销售

方式，只管种植蔬菜不管销售，只把菜卖给批发商，导致村

民一直被市场行情牵着鼻子，发展生产十分被动。为了改变

现状，农丰村成立了惠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推出“浓

丰农”品牌叶菜。此后，农丰村由分散种植转为组织化生产，

从种植到品牌包装，再到销售、售后服务一条龙管理，按照

客户需求有计划地种植不同种类的叶菜，无需担心滞销，彻

底摒弃了盲目生产、低价批发的发展模式。 

    合作社从 2018 年 11 月份开始运行，刚开始问题很多，

“一是工作推不动，二是干劲不足，三是谁也不服谁……管

理困难。”后来，杨再东又想了个“笨办法”，每天守在合作

社生产基地，陪着社员们去购买种子、水管、有机肥等物，

借机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有时还向他们请教种菜的知识，很

快生产便顺利起来。“我们第一批菜 6 亩，生产销售用了 40

天，卖了 6.7万元，第一炮赢得了开门红，合作社第一股劲

就起来了。”杨再东说。 

    任用干部凝干劲 发展要的是人才 



    蔬菜合作社成立三个月，杨再东就确定了三个人选：一

位是理事长郑义活，村里对他的种菜能力有目共睹;另一位

是村支部副书记陈学书，他对种植蔬菜有一整套技术思考，

特别是农药控制、口感控制;第三位是农丰村委会涵乐坡村

的村长陈道礼，他做了二十多年蔬菜批发。“那时我经常去

他们家谈合作社的规划，向他们请教种菜，以这三个人为基

础，我们又动员来十多个人组成了核心团队。”杨再东告诉

记者。 

    2018年底，第一批蔬菜抢收，正是海南最冷的时候，没

有工人出来，看着菜很快便要烂在地里，这时合作社的核心

团队成员们却把家人们全部叫出来通宵加班。“当时下雨，

车进不去，全是泥路，2 万多斤蔬菜全靠他们用肩膀从地里

扛出来，我当时的确被感动了。”杨再东回忆道。还有一次，

合作社卖菜时，很多时候是半夜出发直到第二天。那时社里

给社员们的工资并不高，只有 100 元一天，杨再东担心没人

去第一天就专门跟着去看，还和大家一块守了个通宵。“我

那时发现我担心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大家轮流排班，一起吃

苦，凝聚力非常高。” 

    这几件事坚定了杨再东要做好合作社、大力振兴农丰村

的决心，在后来的工作笔记中他写道：“一旦有一个明确的

目标，大伙们就会团结起来，当然也离不开优秀的干部和团

队。他们用自己的办法能解决很多问题，一个村只要有一帮



这样的人，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就算有了基础和底气。” 

    整合资源绘蓝图 “美丽乡村”抓质量 

    农丰村虽然历史悠久，但在人文方面处于劣势，村民们

虽然纯朴善良，但总体文化水平依然不高。杨再东告诉记者，

他把村里的历史发展整理后发到村民微信群，大部分本村的

村民都对村子的历史毫不知情，这让杨再东感到非常意外。

在上任初期，杨再东摸清村里的情况后，有了一个想法：他

想把农丰全村的规划真正做出来，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和与

村民讨论的内容，内容里除了要发展蔬菜合作社，还包括发

展旅游业，打造成农家乐品牌等等。但由于村子资源有限，

要做好这个规划得需要强力支持。 

    2018年底杨再东与村委会成员到住建局寻求“美丽乡村”

的课题支持，他们把成果提交给了乡村规划设计机构，并和

机构人员深谈了两次。“后来他们安排了 7 名专家挨家挨户

把全村摸排了一遍，设计的初稿也很快出来了，我们正打算

进一步对初稿做研究。”杨再东介绍。 

   “我觉得，有一个详细的、村民认可的蓝图，不仅能提

高政府资金的投入效益，也更能提高项目质量，未来施工就

不会有大的阻碍问题。”杨再东告诉记者，未来应该会有越

来越多的项目资金投入到农丰村，他们需要把工作做好做细，

当好村民、政府和企业的纽带桥梁，“让村民的意见想法上

得去，政府的项目部署下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