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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土地能生金！”

王东是君坝村本地人，早年在外修过车，
做过包工头，返乡后在宣汉县城开鱼庄、搞装
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
致富能人。

2014 年，怀着对家乡的深切眷恋，王东关
掉在城里盈利颇丰的门店，回到君坝村。凭借
出色的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他先后当选村支
部副书记、书记。上任后，经过反复调研与深
思熟虑，他自掏腰包80多万元，流转土地33亩，
带头种下葡萄、火龙果等经济作物，用行动为
村民蹚出一条特色种植的新路子。

“家乡的土地能生金！”王东逢人便说。他
动员在外务工的乡亲返乡创业，用自己的创业
经历打消大家的顾虑。君坝村 6组的王永俊，
在福建打工多年，随着年龄增长，思乡之情愈
发浓烈。2016 年，在王东和村两委的鼓励下，
王永俊回到家乡，一口气发展了15亩葡萄种植
园，次年就有了10万元的可观收入。

2019年，君坝村迎来新机遇——利用中央
及省市县集体经济帮扶资金 100万元，成立宣
汉县君塘镇君坝村经济联合社。王东带着村
两委挨家挨户做工作，将分散的农户纳入产业
体系：“单打独斗风险大，抱团才能闯市场！”随
后，全村 637户 2160名村民加入了联合社。为
保障集体经济种植效益，葡萄园采取统一栽培
种植、技术指导、管理运营、销售推广。

最近几年，经各级党组织和帮扶单位对口
指导、帮扶，君坝村两委转变思路，种植葡萄、
火龙果、樱桃、枇杷、花椒、红心蜜柚等 1000多
亩，年产值1600余万元。

“华西村能做到的，君坝村也一定行！”

2016年底，宣汉县组织部组织全县致富能
人赴江苏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开展为期一周
的脱贫攻坚培训。走进华西村，现代化的农业
园区、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独具特色的农旅
产业，每一幕都深深震撼着王东。返程路上，
他暗自下定决心：“华西村能做到的，我们君坝
村也一定行！”回到家乡，他带领村民踏上了全
域旅游和现代农业种植的转型之路。

彼时，村里一家养猪场长期污染地下水
源，与村民矛盾不断，成为转型路上的“拦路
虎”。王东带领村两委迎难而上，多次与养猪
企业沟通协商，最终成功说服企业搬迁。腾退
土地后，他积极招商引资，凭借真诚与执着，从
深圳引入1000万元资本，开启了花仙谷景区的
建设。

然而，项目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在花仙谷
景区建设过程中，土地流转矛盾突出。为打消
村民顾虑，王东组织部分村民和党员代表，实
地参观考察宣汉马渡关石林、通川磐石等成熟
旅游项目。目睹其他村庄的成功，村民逐渐转

变观念，同意支持建设。
“要致富，先修路。”深知基础设施重要性

的王东，带头捐款并发动村民筹集资金，同时
多次前往交通部门争取支持，最终获得 140万
元资金，将村里的公路修缮一新。

凭借真诚、决心与担当，王东陆续引入陌
上森林田园综合体、老君洞风景区等项目，形
成“一村三企”的发展格局。如今，君坝村凭借
花仙谷的繁花似锦、陌上森林的静谧清幽、老
君洞的神秘迷人，成为周边地区极具吸引力的
旅游打卡地。这里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更带
动 300 余人就业，年人均增收达 3 万元以上。
2024年，君坝村集体收入突破 80万元，曾经的
贫困村变为令人向往的田园牧歌新景区。

“直播是连接君坝村与外界的桥梁”

2024年6月，君坝村的葡萄、枇杷等水果迎
来大丰收，却因销路不畅面临滞销困境。王东
紧急邀请专业直播团队试水带货，眼看效果不
错，他萌生了新的思考——与其依赖外援，何
不打造属于村子的直播平台？

说干就干，王东开通了“支书东哥”抖音账
号。从视频拍摄到后期剪辑，他从零学起，“有
时为了打磨一段30秒的视频，要熬夜剪辑几个
小时。”这份执着与坚持，渐渐为抖音账号积累
了粉丝。

同年 10月，王东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在外
务工的村民对高龄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
惠农政策一知半解。“微信群通知容易刷屏，坝
坝会又凑不齐人，直播宣讲正好解决难题！”于
是，他化身政策宣讲员，用方言土话将生硬的
文件条款转化为“听得懂、用得上”的“干货”。

60 岁的廖大爷在直播间留言：“多亏王书
记讲解，我才晓得独生子女家庭还有这笔补
贴！”凭借接地气的讲解，其账号粉丝量飙升至
12万，王东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支书”。

“直播不仅是一种宣传手段，更是连接君
坝村与外界的桥梁。”今年3月8日，花仙谷景区
迎来盛大的郁金香花展。为提前点燃游客热
情，王东化身“云端导游”，连续多日开启超长
直播模式。“有时一天持续直播 9小时，直播间
同时在线人数最多1700人，吸引了50万人次观
看，成功售出 6000张门票，让花仙谷景区的美
景走进更多人的视野。”王东对记者说道。

如今，当地村民遇到农产品滞销，第一时
间就会找“王书记”帮忙。“王书记，帮我卖点沃
柑！”“王书记，帮忙卖一下米豆腐！”……白天，
王东在直播间为农货代言；夜晚，他化身政策
宣讲员，用网络架起与村民沟通的桥梁。

在 2025 年宣汉县驻村帮扶干部能力提升
培训班上，王东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经
验：充分运用物联网思维，挖掘乡村特色，秉持

“事在人为”的信念，就能打开乡村发展的新局
面。

□文/图 见习记者 王刚

““““支书东哥支书东哥支书东哥支书东哥””””
王东王东（（右右））直播卖莴笋直播卖莴笋。。 王东王东（（左左））在花仙谷景区拍摄宣传视频在花仙谷景区拍摄宣传视频。。（（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家人们看过

来！这莴笋叶子上

的露水还没干呢，刚

从地里现拔的，根根

脆生爽口，炒肉片、拌

凉都是一绝！”4月25

日上午10时，宣汉县君

塘镇明月社区的一片莴

笋地里，君坝村支部书记

王东头戴草帽，手抓新鲜

莴笋，冲着正在直播的手

机大声吆喝。随着热情洋

溢的介绍，不到两小时，

700余斤莴笋便通过直播

间销售一空。

“今年天气回暖早，莴

笋疯长，我们还没来得及

联系销路，生怕全烂地

里。”何梅蹲在田埂边，一

边麻利地捆扎莴笋，一边

感慨，“多亏王书记帮忙，

不然损失可太大了！”记

者了解到，当天这批莴笋

将放在用冰块保鲜的包

装盒里，发往周边城市，

部分还将发往北京、上

海等地。

点开抖音账号“支

书东哥”，密密麻麻的

直播记录令人惊叹。

自2024年7月起，王东

几乎每天都活跃在镜

头 前 ，每 月 直 播 40

场。翻开他的作品列

表，从花仙谷景区的烂

漫花海，到果园里挂满

枝头的脆甜果实，再到

农家灶台上热气腾腾

的特色美食，每一帧画

面都饱含着他对家乡的

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