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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通村支书手机 问题立马得解决

章丘杨家巷村有条“村民热线”
本报记者 王光营 通讯员 高心红 韩学森

筹集资金办起企业

带领全村村民致富

十几年前，杨家巷村大都还
是土坯房，牛羊乱跑，苍蝇成群，
典型的脏乱差。这一切的改变是
从杨有伟成为当家人后才开始
的。他筹措100余万元资金收购
了一家环保煤矸石砖厂，当年就
赢利 30多万，为了让大家富起
来，他鼓励大家入股，并保证“亏
了算我的，赚钱大家按股分红”。

杨家巷的经济从此迈上一
条红火路。村办煤矿、电缆厂、树
脂厂被盘活，100多座商住楼、36
栋居民楼、村小学、卫生所、清真
寺都拔地而起。杨家巷6年投资
了1 . 2亿元，建设了10万平方米
的公寓楼，全村718户都住进了
楼房。

手机成了“村民热线”

10年办事7000多件

3月 27日，已经是晚上 8点
了，杨有伟的手机还没消停，他
的手机已经成了杨家巷的“村民
热线”，无论村民有什么事，只要
拨通他的电话，就能立马得到解
决。

“我们都打了10年了，已经

成为村里的‘110’。”村民们说，
村民有啥难事，打一个电话书记
就来解决。

杨有伟说，他把自己的手机
当成24小时服务热线，队员由村
里民兵连组成，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群众有需要，五分钟就能赶
过来。10年来，这条村民热线已
办理各类事务7000多件，村民生
老病死、水电暖维修、矛盾纠纷
都是通过热线给处理好的。

经常资助村民

攒下半抽屉“白条”

“媳妇呀，我得再给你打一
个白条。”2010年6月的一天，晚
上8点多了，杨有伟才笑呵呵地
到家，对妻子杨士霞解释说，村
里的红霞嫁到外村，丈夫去世后
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她儿子把
村里老于的小孩给打了，两家起
了纠纷，还要闹到法院。

“你不是调解去了，怎么还
搭钱？”杨有伟说：“老于不告了，
但非要5000元，只好让他到咱家
拿。”杨士霞知道，这钱不是借出
去了，是搭出去了。

“你总说每年得挣1000万，
可这几年也没剩下啥。”杨士霞
积攒的白条都有半抽屉了。她又
忍不住念给丈夫听：村民杨志和

患癌症，资助四万元；杨志水老
伴心脏搭桥手术，资助三万元；
资助杨有强和妻子二万元……

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慰问部队投入百万

在杨家巷村采访，记者最惊
奇的莫过于村里的井井有条，楼
房整齐划一，街道干净敞亮，即
使在城市小区也不过如此。

“我们书记当过兵，实行的
是半军事化管理。”提起杨有伟

的治村之道，村民都说这都是他
当年在军队打下的底子。据济南
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何学民介绍：
1986年底，杨有伟入伍到驻河南
某部服役，入伍后事事冲在最前
面，到部队8个月当上了班长，一
年半代理排长，第三年实现了入
党愿望。

担任村支书后，杨有伟坚持
对村委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早上
六点半准时组织两委出操，每周
一、三、五打扫卫生。

杨家巷村还有一个民兵连，

杨有伟给民兵连配备了各项设
备。2009年，南部山区发生火灾，
杨有伟迅速集结民兵应急分队，带
领着100余名民兵奋战十几个小
时。从2002年起，杨有伟坚持慰问
部队，共花费了100余万元，先后被
多支部队聘为思想政治教育辅导
员。

济南警备区司令员胡少平、
政委晋争鸣对杨有伟带领的民
兵连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进行了高度赞扬，认为是新
时期国防工作的典范。

凡到过章丘市埠村街道杨家巷的人，无不为整齐划一的农
民公寓楼、宽敞气派的商业街、顾客盈门的美食店震撼，村民个
个开着私家车出出进进。人们不禁问，是什么让杨家巷在短短
几年内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有个好当家人。”村民们都这
么说。大家所说的这个当家人就是杨有伟。

为了慰问部队子弟兵，杨有伟先后花费了100余万元。 通讯员 孙殿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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