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聪：稻香里的“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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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进村抓产业

明媚的阳光刺破稀薄的晨雾，让位于七曜山山麓的彭水
县太原镇区阳村包裹在一片暖意之中。

金色的稻田中，闪动着一个个朝气蓬勃的身影。割稻
子、撘谷子、吃“坝坝席”、踢“竹铃球”……临近区阳村的龙射
中学近200名初中新生，在这里用一整天的时间开展研学实
践，感受着属于自己的“稻香童年”。

“同学们这里走，割的稻子统一放到‘撘斗’边”“教官注
意清点人数，不要有遗漏”“老王赶紧把火烧旺，准备按时开
饭”人群中，一位手持扩音器的小个子男人跑前跑后，黑里透
红的脸膛，已经被汗渍和尘土染花。

这是不久前，出现在区阳村的一幕。“控场”的男人，正是
杨聪。自2021年5月来到区阳村担任“第一书记”后，他便把
根扎在了这里。

杨聪生长在彭水的大山之中，自小便喜欢跟随在农村从
事基层工作的父亲在田间地头撒欢。泥土的滋养，山泉的浸
润，让这位苗族汉子对农村充满了感情。2021年2月，邮储
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决定在全市遴选
优秀员工到区阳村助力乡村振兴。得知上级决定的第一时
间，身为党员和彭水人的杨聪便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

“‘三农’工作不好搞哟，和干部群众都要搞好团结。你
要清楚，农民很难挣钱……”临行前，父亲的嘱托，让杨聪对
即将迎来的新工作，多了几分敬畏。

初到区阳，杨聪用了3个月时间，把全村仔仔细细跑了
个遍。区阳村位于七曜山西部边缘地带，杨聪发现，尽管村
里交通也算便利，但和诸多山村一样，多年来这里的村民一
直靠传统农业维生。产业空心化，依然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桎梏。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三农”工作的切
入点。履新的杨聪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抓产业、强经
济。“只要抓住了产业这个‘牛鼻子’，让集体和村民的腰包鼓
起来，其他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杨聪和村里的老支书达成分工协议，自己主抓产业发
展，后者主抓行政村务。大家精诚合作，相互支持，共图大
计。

确定了工作主基调，产业发展的方向成为杨聪面临的首
要问题。传统农业“不挣钱”、特色农业“市场风险太大”、农产
品加工“同质化竞争严重”……一个个思路相继被抛出，被否
定。剩下的路，似乎只有乡村旅游。

然而，要踏上这条“独木桥”，区阳面前的“拦路虎”依然
不少——资源禀赋不占优、村委会意见难统一、缺资金、没人
才……无数个日日夜夜，杨聪徘徊在田间地头，思忖着破题
之策。

“稻香童年”靓田园

2022年10月，彭水县教委发布《关于申报中小学社会
实践教育基地的函》。此时，全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建设方兴未艾，彭水急于实现全县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建设“零”的突破。看到这则消息，杨聪眼前一亮：“娃娃是社
会的希望，家庭的重心。我们发展乡村旅游，就围绕教育研
学做文章，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区阳村地势平坦，种植着成片的稻田。杨聪决定，依托
既有资源打造“稻香童年”田园综合体。这座集农文旅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占地约400亩，以区阳的山、水、村
落、农田为景观基底，以“耕读文化”为内核，目标
直指“休闲福地、五彩区阳”。

杨聪的想法，得到了邮储银行

重庆分行领导层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拿着分行捐赠的
20万启动资金，杨聪立马撸起袖子加油干起来。

有限的资金，被最大限度地用到刀刃上。杨聪用“白菜
价”拿下了村里在危房改造中拆除的旧砖瓦，请来村里擅长
造景的能人冉茂忠就地取材，仅用三分之一的市场价格，就
搞定了多数景观。他甚至自学CAD软件，自己动手参与区
阳村的稻田画设计。

一个多月时间，“稻香童年”雏形渐显——高大精美的门
头耗资最多，撑起了旅游发展的门面；通过换种打造的五彩
田园成本极低，却成为最为吸睛的看点；能容纳数百人的操
场，游客接待和村民集会两相宜；数十米的长灶台，支持举办
盛大的“坝坝宴”，也能接待上百人同时烧烤烹饪；村行政中
心闲置的房间，被改造成拥有100多张床位的民宿，为进一
步接待游客做好准备……

硬环境逐步改善，软实力也同步跟上。
区阳村以土家族、苗族人口为主，很多村民在歌舞和乐

器吹打等方面“身怀绝技”。杨聪组织人力对当地民族文化
资源进行普查，大力推广高竿狮舞、太原山歌和太原吹打玩
牛等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活动。

杨聪组建起了“一文一武”两支团队，为发展乡村旅游提
供管理和服务。十几位热心公益的村民组成“文工团”，一边
学习文艺表演，一边钻研服务技能；村里的退役军人和体育
老师则组成教官团队，直接负责对研学团队的引导、授课和
场务管理。

成功试水引关注

儿子就读的彭水县中苗红幼儿园，成为“稻香童年”的第
一块实验田。深谙市场营销的杨聪在上任伊始，便在抖音平
台注册了“小杨驻村”账号，大力宣传区阳村的物产人文。这
一次，他邀约朋友把火锅搬进田地中，白色的亭台、红色的锅
底、五彩的农作物形成的视觉差极具冲击力。

杨聪将精心拍摄的视频发在网上，同步发往儿子所在幼
儿园的家长群，很快便引来公众和家长、老师的关注。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表示出想尝试下“随手摘把菜，丢到锅头
烫”的感觉。

趁热打铁，杨聪和中苗红幼儿园达成协议。2023年的
春天，该园组织300余名师生和家长来到区阳村，成为首批
前来“稻香童年”研学的团队。

截至2023年末，“稻香童年”在试水不足一年的情况下，
实现直接营收15万余元，利润约10万元。

“稻香童年”的成功试水，引起了彭水县相关部门的重点
关注——彭水县农业农村委将“稻香童年”确立为东西协作
项目，拨付的200余万元资金为区阳村的产业振兴，进一步
奠定了基础；彭水县教委将“稻香童年”确立为全县首批中小
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为区阳村发展以研学为主导的乡村旅
游注入了更大的动能。

这两块“金字招牌”让杨聪如虎添翼，也让区阳村人更加
坚定了把乡村旅游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信心。

产业振兴富百姓

在“稻香童年”的建设运营中，杨聪敢闯敢干的精神，得
到了区阳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可。

“只要有活动，小杨书记都是亲力亲为。好几次我都是
亲眼看见他工作到凌晨。”区阳村文工团负责人，太原民歌爱
好者李绍勇说。

村民张龙山的家毗邻“稻香童年”。今年4月，他在杨聪
的鼓励下办起了农家乐。截至国庆，农家乐实现营收达到10
余万元。他说：“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肯干，我特别佩服。
他利用村里的小河和废旧的轮胎搞了个一公里的‘微漂流’
项目，经常在水里一泡就是大半天，站起来腿都白了。”

截至目前，“稻香童年”已累计接待各类研学团队48支，

实现村集体收入65余万元。“稻香童年”的成功试水，也带火
了区阳村的乡村旅游。周边群众围绕乡村旅游，通过土地流
转和投工投劳，户均增收1000余元。

“文工团”成员和教官团队参与研学的服务和管理，每人
每天能收获数十至数百元的劳务报酬；每次研学活动现场，
村民们都会搬出饮料和零食售卖，最高者日营收在1000元
以上；帮助杨聪打造稻香田园的冉茂忠发挥特长，用废旧油
桶制作出一列别具特色的小火车，每人每次票价10元，每逢
节假日总能坐满……一大批农村留守人员，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

而今的区阳村，“稻香童年”金波翻滚、泉水鱼都鱼影竞
跃、五彩田园绚丽多彩，打卡游客络绎不绝……往日名不见
经传的小山村处处是景，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仅借鉴贵州“村
BA”举办的“村晚”，一年就要举行10多场，既丰富了村民业
余文化生活，也吸引了更多外来游客。

在杨聪竭力将区阳村的产业“扶上马”的同时，作为他坚
强后盾的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也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为区阳
村的经济发展“送一程”。该行在区阳村积极落实“1+2+N
普惠金融到村”基地建设，建设信用村、评定信用户，综合运
用信用户贷款、极速贷、产业贷等产品，为村民提供更为便捷
的金融服务。

在邮储银行金融“活水”的支持下，杨聪放开手脚，聚焦
区阳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宣传引流，深耕民族政策与经济
发展，通过特色产业贷款、邮银惠农合作、“苗寨龙门阵”宣讲、
非遗传承及新媒体宣传，促进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

截至2024年10月，当地邮储银行累计为区阳村发放贷
款86笔共计777.6万元，支持了众多村民发展特色产业和创
业项目。一股股“金融活水”，润泽着区阳的每一寸土地，助
力一条条致富新路不断延伸。

以村为家守初心

工作中的杨聪是公认的“拼命三郎”，尽管家就在彭水县
城，但杨聪通常也只有半个月回去一次。杨聪驻村后，妻子
为照顾一双儿女辞去了邮政公司的“铁饭碗”，但这一切，都
未影响他在妻子眼中“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

每逢寒暑假或节假日，杨聪的妻子经常会带着一双儿女
到区阳村小住，和杨聪共享天伦之乐。杨聪也会竭尽所能，
抽空帮妻子打理家务，帮孩子辅导学习。区阳村的田间地
头、河畔山巅，留下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身影。“一个不爱家
人的人，是谈不上爱工作、爱群众的。”杨聪妻子评价。

年近七旬的冉茂旭劳动能力差，靠亲戚资助独自抚养着
刚上初中的孙女。杨聪驻村后，便对其孙女芯怡进行长期资
助，并帮助冉茂旭售卖采摘的野菌和药材贴补家用。在杨聪
的带领下，最远只到过太原镇的芯怡走出大山，第一次看到
了壮美的蚩尤九黎城、宽阔的武陵山机场。杨聪还发动村里
的社工和村干部，轮流为芯怡辅导功课。“这些年多亏了小杨
书记，不然我婆孙俩真不晓得怎么生活……”老人含着泪说。

杨聪清楚地记得2021年5月，他在彭水县城向家人道
别时，当时的气氛很轻松，大家都在“恭喜”他即将从光鲜的

“银行客户经理”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当儿子问他何时
回家时，他不敢直视儿子，含糊地答着“很快，很快。”这一场
景，在他脑海里不知重演过多少次。他意识到，有些东西是
传承，是初心，更是使命……

据了解，近年来，邮储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发挥普惠金融
均衡性、侧重性、引导性作用，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
求，以金融信贷资金支持、定点帮扶等方式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力促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服务农户12.17万户，涉农贷款余额超353亿元，累计向19
个重点乡镇派出驻村干部24人。

彭光灿 李端
图片由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以普惠金融为笔，依托邮储“渝”系列金融优势，勾勒出一幅幅民族团结
与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其中，杨聪，这位来自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彭水县支行的客户经理，更是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不忘初心助‘三农’，牢记使
命兴山村”的深刻内涵。

2021年5月，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彭水县支行客户经理杨聪被派驻彭水县太原镇区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3年多来，他带领当地村民从零开始，蹚出了一
条以教育研学引领乡村旅游，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产业振兴之路。而今，每年吸引上万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区阳村，乡村旅游已成该村集体
和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在2024年9月27日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杨聪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成为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以金融服务绘就民族团
结“同心圆”助力乡村振兴的全新范例。

杨聪杨聪（（左一左一））教学生们给稻子脱粒教学生们给稻子脱粒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为区阳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活水邮储银行重庆分行为区阳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活水

11、、彭水县太原镇区阳村彭水县太原镇区阳村，，杨聪正在带领杨聪正在带领
研学队伍参观研学队伍参观。。

22、、20242024年年1010月月88日日，，彭水县太原镇区阳彭水县太原镇区阳
村村，，学生们合力筛稻子学生们合力筛稻子。。

33、、彭水县太原镇区阳村彭水县太原镇区阳村，，杨聪杨聪((左一左一))正正
在和村民们开会布置研学安排在和村民们开会布置研学安排。。

44、、区阳村区阳村20242024年第一期村晚活动年第一期村晚活动
55、、区阳村区阳村20242024年振兴发展意见征集会年振兴发展意见征集会

区阳村稻谷飘香好区阳村稻谷飘香好““丰丰””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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