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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一晒干部随访笔记

记录人：马坑乡副乡长 陈李豹
时值竹荪采摘时节，马坑乡文华村 50亩竹荪基地

迎来丰收。“陈副乡长，你看我大棚里‘长’满了竹荪蛋，
收成一定不错。”再次见到竹荪基地负责人游树水，面
对着连片的种植基地、长势喜人的竹荪，这一次获得村
民信任的他显然轻松了很多。

前段时间，我和老游可是因为“土地流转”，吃了村
民老陈好几趟“闭门羹”。从“闭门羹”到“被信任”，一
切还得从竹荪的种植说起。

2023年，马坑乡文华村的竹荪基地开始试种，经
过一年多栽培周期、技术、模式的摸索，在 2025年竹荪
产量攀升，品质也远超 2024年。于是，老游决定扩大
土地种植面积，实现连片耕种，但他犯难了。

“地谈好了，但老陈家临时变卦了。”2月5日，我在
竹荪基地，见到正在管护竹荪的老游。最近忙于筹备
租地的他言语中透露，和村民老陈原本谈妥了，万事俱
备只差签约，可惜计划有变，老陈只字不提原因，让他
像个“卡壳的竹荪”，怎么都使不上劲。

老陈家的地块处于竹荪基地的中间，想要实现连
片耕种，就需要得到老陈的认可。

获悉情况后，我和同事们、老游轮番数次拜访老
陈，次次见紧锁的家门，老陈不是外出务农，就是回避
我们。“我们挑个合适的晚上再上门唠唠家常。”我并不
气馁，给大家鼓劲，只要将“铁鞋踏破”，没有什么解不
了的难。

2月18日，第7次登门拜访后，看我们几经奔波，知
会我们来意的老陈终于开口，话语中我记下他的顾虑
——文华村从未种植过竹荪，对它了解少之又少，认为

种植竹荪会破坏土地，吸取土地养分，土地会越种越
薄，租期结束后影响自家种植农作物。

对“土地养分焦虑”是老陈最终放弃签约的原因，
好在这只是一个“误解”。

竹荪在文华村落地之初，我就对其种植的利弊有
所了解，但我不敢妄下定论，专业的事情要由专业的人
来说。我赶忙拨通竹荪种植技术顾问的电话，向他详
细求证，顾问当场向老陈讲老游的竹荪基地是将食用
菌包放入土地中，事实上不仅不会破坏土地，而且还会
滋养土地，为土地提供更多的养分，租期满后土壤肥沃
度不降反增。“这样的话，那还是可行的。”听完之后，老
陈如是说。同时，老游讲起了竹荪种植的全过程，让老
陈更加明了竹荪如何成长。

为了彻底打消老陈顾虑，我征得老游同意邀请村
民上竹荪基地走走看看。几天后，老陈及其他村民受
邀参观了老游的竹荪种植基地，老游借此机会绘声绘
色讲起他的“宝贝竹荪”——棚里全是红托竹荪，这种
食用菌稀奇，浑身是宝，堪称“菌中黄金”；营养丰富、味
道鲜美，用来煲汤真好吃，咬一口鲜味像烟花在嘴里炸
开；竹荪长得快，早上还是个蛋，中午就开花，晚上就凋
谢，采收跟赛跑一样必须抓紧……

最终，明朗清晰的答疑释惑彻底让老陈放了宽
心。今年 3月，老陈与老游成功签订租地合同。截至
目前，文华村竹荪基地共占地 50亩，连片种植成功实
现。

群众工作的突破口不在会议室，而在每一次与村
民洽谈、了解民情、为民解难的过程中。竹荪种植作为
马坑乡的特色产业，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民生，撑

起了乡里产业振兴的“致富伞”，当我们俯下身子倾听
农户诉求，在家长里短中把握问题的症结，老陈也得以
用“一亩三分地”助力全村竹荪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天
地。

当干部的笔尖不再止于纸面，而是化作丈量土地
的脚步、透视矛盾的工作、传递政策的桥梁，土地流转
便不再是“割裂利益的博弈场”，而成为“共生共荣的试
验田”。未来，我依旧会扎到老百姓堆里，用“土话”唠
嗑、用实干说话，让每一份信任都不被辜负，让每一个
日子都更有奔头。

（许鹏飞 李帅潼 陈 蕾 整理）

马坑乡陈李豹：化解“土地养分焦虑”的竹荪助农记

4月的一天，湖林乡专职调解员李顺水打开了乡综
治中心调解室的大门，入座后随即打开随身携带的笔
记本，翻看着上面记录着的近百起大小纠纷的调解进
度，他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半年前。

去年 11月份的一个午后，李顺水接到岛濑村村民
廖清福的电话，电话里清福焦急地叙述着自己因为林
地所有权的事情和同村村民金山起了争执，希望李顺

水能介入调解。
李顺水在电话里先安抚了老人的情绪，并了解到

了事情的起因：清福自家用于种植林木的 61亩林地，
因村里实行林地承包改革，被金山划入其所属林地版
图，双方现在正因这事争执不下。

“阿水，让你久等了！”随着一句招呼声传来，李顺
水的思绪被唤回，清福和金山如约来到了调解室。李
顺水拿出岛濑村的林地版图，摊开在两人面前，并调出
争议地块的三维影像和历年林权流转记录，向二人耐
心地解释，摆在眼前的数据让争议的双方逐渐冷静。

紧接着，李顺水便将话题转向开始回忆两人往昔
互帮互助的场景，讲起曾经一起劳作时的默契与信
任。“当年赶山洪抢收酸竹，金山你帮清福家扛过十几
根毛竹呢！”李顺水边说着，边递上茶水。在一来一回
的沟通中，现场的气氛缓和。“你们以前那么和睦，一起
把日子越过越好，可不能因为这点误会伤了和气。”随
着调解协议的确认，两人最终按下签章，全程仅用两小
时。

眼见着这起长达数月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李顺
水长长地舒了口气，两小时的背后是他多次驱车前往
岛濑村，连同林业站、自然资源所等工作人员采集图
像，手机上联系双方的通话时长将近一千分钟，他也曾
陪着清福一起回到闲置的旧物间寻找造林证，走访当
年在任的村委和了解情况的村民，重新梳理了纠纷发

生的前因后果，最后也是他拟好调解协议书。
从 2005年担任专职调解员至今，李顺水在基层调

解岗位上扎根了二十载，是乡里有名的“金牌调解员”，
是同事和领导都认可的“全省优秀人民调解员”。他时
常背着一个旧旧的帆布包走村入户，里面装着陪伴他
多年的民法典。“夜里12点了也接到过电话，当事人什
么时候找他，他都愿意陪他们聊聊。”妻子说李顺水的
电话就像热线，正是因为这份热心和责任感，让李顺水
在繁琐的调解工作中一直坚持了下来。

农村的纠纷不外乎是“家长里短”，看似小事，却关
乎村民的切身利益，还有许多都是发生在二三十年前
的陈年往事，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举
证，动之以理的同时还得晓之以情。

“综治中心的数据网给我们提供了方便与快捷，但
咱们心里还得织密人情网。”这是李顺水常对年轻调解
员说的一句话，他深知再先进的系统也替代不了调解
员鞋底沾的泥土，更替代不了乡亲们“有事找老李”的
信任。

去年，李顺水成功调解了一起产权纠纷，隔天他又
来到当事人家里了解相关后续，年过八旬的老人一扫
连日来的焦虑，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苹果，硬是往他手中
塞，那一刻李顺水的心里装满了感动。基层调解工作
带来的成就感，在一颗小小的苹果上具象化了。

（李小星 罗泽焘）

湖林乡“金牌调解员”李顺水：

二十载巧解千千结

李顺水李顺水（（右二右二））为村民调解矛盾纠纷为村民调解矛盾纠纷

陈李豹陈李豹（（右二右二））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