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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以来，河北大学派出 5 个驻

村工作队 （每支工作队由 3 名优秀干部组

成），对口帮扶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大龙

王堂村、椴木沟村、青羊沟村、里口村、外

口村。几年来，学校驻村工作组与校内各单

位紧密配合，加强校地合作，强化管理服

务，拓展帮扶渠道，发挥学校学科和人才优

势，紧密联系赤城县的发展需求，切实将学

校蕴藏的自身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胜力量。

建强基层组织。工作队着力规范基层

党组织建设，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选出新

一届村两委干部。选出的村两委干部全部

为 年 轻 的 村 致 富 带 头 人 ， 有 能 力 、 有 干

劲。带领村两委干部到安国市中药材基地

参观学习，开拓视野，提高能力。北京冬

奥会期间，每周组织村两委干部带领党员

群 众 开 展 “ 相 约 冬 奥 —— 扛 红 旗 、 当 先

锋”活动。积极开展暖心活动，慰问贫困

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建党百年之

际，与村党支部一起组织在村党员观看直

播，并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庆祝活动。通过第一书记讲党课、重

温入党誓词、升国旗、座谈会等方式，以

实际行动展示党员干部奋进新时代的精神

面貌。在工作队的组织下，每周一会同村

两委干部一起开例会组织学习，每周带领

保洁员集中打扫卫生，组织村两委干部遍

访 农 户 ， 为 脱 贫 户 集 中 办 实 事 并 形 成 台

账，坚定了干事决心，提升了战斗能力。

提升村容村貌。为创建优美、和谐、文

明的人居环境，共同创造美好幸福家园，工

作队积极带领村两委干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活动。根据村庄现状，依托环境整治要求，

协助村两委投资 50 万余元用于村庄环境整

治，清理垃圾 1535 方，清理残垣断壁 1650

米，拆除危旧房屋 29 处，栽种景观树 2700

株，绿化面积 2350 平方米。累计设置垃圾集

中处理点 21 处，垃圾箱 92 个。

巩固拓展产业。几年来，学校领导多次

到驻村实地走访慰问、调研指导、解决问

题。仅近 2 年，学校就拨付 80 万元于 5 个帮

扶村的乡村振兴事业。在学校党委的大力支

持下，工作队秉承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村农民

全面发展的原则，多措并举，帮助产业稳步

发展、规范建设、惠民利村。大龙王堂村工

作队凭借娘子山、红河源等自然风光，打造

娘子山红河源休闲旅游度假区。新建起山货

市场，引导建设农家院 9 家，带动销售土

豆、圆白菜、蜂蜜、山蘑菇等农产品，增收

20%以上。在此基础上引导产业升级，与 55

户村民签订协议，将闲置的院落引入社会资

金建设民宿、画家村和康养小院，现已初步

和北京投资商达成合作协议。依托娘子山中

草药材种类全、数量多、品质好、便于移栽

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工作

队带领村两委干部，到安国和张家口中药种

植园区参观学习，依托学校人才优势进行中

药材种植培训、引进社会资金，引领示范全

村按规划种植中药材，打造娘子山红河源道

地药材园区。椴木沟村工作队依托赤城南高

速口的便利条件，引入社会资金 50 万元，打

造“山南篱下”民宿小院。同时配套小游

园、垂钓园等，推动椴木沟村赛鸽养殖基

地、肉鸽养殖基地建设。协调扶贫资金 200

万元，建设 70 亩蔬菜大棚，对接山东寿光一

种植合作社为运营主体，完成架豆、彩椒种

植，每年能实现 12 万元的带贫资金收入。西

青羊沟村工作队以村集体与村民入股 20 万

元，流转和租赁农户土地，利用荒坡资源，

发展柴鸡养殖生态农业。推动冰雪艺术小镇

建设，为村经济发展和长效脱贫增加强劲动

力。里口村工作队帮助销售谷子、藜麦、金

红果、甘蓝等部分农副产品，与相关部门合

作 ， 推 广 “ 玉 米 大 豆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 200

亩，每亩补贴 200 元，每亩增收 500 元。外

口村工作队与品康 （天津） 商贸有限公司多

轮洽谈，以旗下品牌“徕味客”在赤城县建

立徕味客 （赤城）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授

权使用徕味客品牌。目前已在当地采购谷

子、豆类等农产品近 10 万斤，所产徕味客品

牌小米、杂粮、坚果等面向天津市场进行销

售。5 个工作队积极推动河北大学、河北大

学附属医院等单位签订消费扶贫协议，同时

积极拓展市场。一年来，通过线上线下累计

为当地销售土豆 30 万斤、小米 10 万斤，以

及甘蓝、蜂蜜、大豆、榛子、鸡蛋、蘑菇等

农副产品 6 万斤，销售额上百万元。

科技赋能振兴。为乡村振兴开拓思路、

借鉴经验，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赤城经开

区与河北大学驻村工作队达成合作协议，向

河北大学全体驻村干部颁发“科技平台顾

问”聘书。成立中国·赤城生态文化研究

院，率先成为县级生态文化应用性科研智

库，为赤城县加快“两区”建设，做足“转

型、承接、生态”3 篇文章注入新动能。同

时为河北大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新阵

地，目前已开展了 2 次高峰论坛。河北大学

社会实践团队对赤城县 72 条沟域进行调研与

规划，形成 《赤城县沟域经济调研报告》，

成为赤城县招商引资、规划审批的重要参考

标准。河北大学与赤城县联合设立乡村振兴

专家工作站，结合当地实际，拓展农业功

能 ， 构 建 起 “ 农 业 + 文 化 ”“ 农 业 + 旅 游 ”

“农业+休闲”“农业+康养”的产业链条，

推动赤城县产业创新升级。

推动文化发展。工作队结合村情实际和

当地风俗，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暑

期邀请河北大学师生来县进行文艺汇演、理

论宣讲等 20 次。开展艺术教学，绘制红色文

化、中国精神文化墙等。邀请县相关单位送

文化下乡演出，不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主旋

律。通过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文明

评选活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农村

社会治理中，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筹集资金为帮扶村秧歌队购置音箱、锣鼓和

服装。村里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邻

里家庭和谐。为配合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推

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学校协调 50 余

万元专项经费，精心实施了“京张奥运文化

艺术廊道绘制”项目。暑期组织 240 余名师

生赴延崇高速沿线 18 个行政村，绘制墙面

400 面，总面积约 2.1 万平方米。艺术设计结

合冬奥元素，以河北文化、奥运精神、赤城

特色为出发点，包括中国精神、红色文化、

长城文化、美丽乡村、脱贫攻坚、冰雪世

界、奥运精神 7 个主题，达到“一村一特

色”，兼顾整体统一和谐。

帮扶村先后多次接受、配合相关部门的

督导检查和调研，帮扶工作多次被权威媒体

报道，“智慧扶贫开启赤城县扶贫新天地”

入选“第四届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

型项目”。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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