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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7

2012年4月，潍坊
各县市区的“第一书
记”带着“帮农民脱
贫致富”的决心，奔
赴到各个贫困村。其
中，仅昌邑一市，就
派下83名干部，驻扎
到贫困村中。记者走
访 昌 邑 市 的 一 些 农
村，看一看

车子驶进昌邑市围子街道

东堤村，平整的街道，崭新的

路灯，完备的健身器材让记者

怀疑走错了地方——— 这里哪有

贫困村的影子？

在村民们兴奋的讲述中，

记者才知道，仅仅一年多以

前，东堤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

贫困村。为他们带来改变的，

正是村里的“第一书记”刘英

凯。

从前村里是什么样子的？

一见记者来访，村民们打开了

话匣子，句句不离村里这两年

的变化。记者了解到，原来，

1974年胶莱河改道取直时，占

用了村内800多亩土地，造成

了东堤村现在人均耕地不足1

亩的窘状，没钱，啥也没有。

虽然毗邻胶莱河，但由于村内

没钱建扬水站，“灌溉难”反

而成了制约东堤村农业发展的

最大“瓶颈”。村里道不像

道，街不成街，一到雨季，左

邻右舍因为排水不畅问题而挥

拳相向、反目成仇的事时有发

生。特别是一到晚上，仅有的

八盏路灯因年久失修都成了

“睁眼瞎”，整个村里黑咕隆

咚的，没有人愿意出来，更谈

不上什么文体娱乐了。村内年

轻人不愿意呆在村里，有点办

法的都托关系找门路出去打

工……

这些难题，一一摆在了刚

来任职的“第一书记”刘英凯

的面前。怎么办？“一项一项

解决呗。”

刘英凯说得轻松，可是干

起来却真的不容易。他带着村

干部四处找关系、争取资金，

先将2011年度潍坊市级“中低

产田改造项目”在原计划的基

础上追加一部分投资，将项目

区的引水渠向东堤村延伸数百

米，将农业用水引至村西湾

塘，彻底解决了村南部近200

亩农田灌溉的问题。麦收前，

十万元的“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区”延伸工程就已开挖完毕。

麦收过后，适逢连日天旱，为

了抗旱保苗，他们马上实验性

地引水进村。结果，亟待浇灌

的近200亩夏玉米，仅用两天

时间就普浇了一遍透水。望着

清澈的胶莱河水潺潺地流淌进

干枯龟裂的农田，许多村民激

动地流下了热泪。

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记

者注意到，许多村民家里正在

装修。原来，之前村里是“水

泥”路，一到雨天连泥带水，

因为环境不好，许多村民家里

也不收拾，地面都不铺，直接

是泥土地面。而刘英凯来了以

后，马上争取将“村村通”引

了过来，并对村容村貌大力进

行了一番整治，还在主要道路

上修了排水沟。环境好了，村

民们乐了。村民陈林东告诉记

者，自己正在装着房子呐，村

里这么好的环境，自己家的环

境自然也得跟上。

而村民陈红梅则对新装上

的路灯特别感兴趣，路灯亮

了，晚上出来乘凉、娱乐的村

民多了，她和其他村民一起组

成了秧歌队，也有了“文化生

活”。

村民们的精气神有了，但

是困扰东堤村几十年的“穷”

字仍没有摆脱。地少、人多、

无副业，制约农村发展的三大

难题东堤村全占了。怎样才能

让群众们富起来？在走访调研

中刘英凯发现，近几年村里几

户“能人”陆陆续续的搞起了

葡萄种植，虽然亩均收入超过

了单纯的农作物，但是由于品

种跟不上市场需求，种植技术

又比较落后，且不能恒温储

存，无法形成规模优势。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刘英

凯立即邀请了市农业部门的专

家对东堤村葡萄种植项目进行

了考察论证。结果令人欣喜，

无论是土壤还是水源，东堤村

比较适合大规模进行葡萄新品

种种植。现在村内引进了“美

国提子”和“红宝石”两个葡

萄品种，全村的葡萄种植面积

扩大到了200多亩，占全村总

耕地面积的 7 0 %。在此基础

上，刘英凯与村干部又积极对

外沟通，拓宽葡萄的销售渠

道，目前已与多家葡萄销售和

加工企业初步达成了销售加工

意向。村党支部书记陈林启同

志带头建起了库容5万公斤的

恒温保鲜库，使葡萄可以一直

恒温保鲜至春节前，极大地实

现了效益增值。

围子街道东堤村第一书记

昌邑市老干部局副局长

修路、排水、种葡萄

卜庄镇柳家村第一书记

昌邑市拆迁办科员

昌邑卜庄镇柳家村东头，
世代流淌着一条河，名为漩河。
这条河为村里提供了灌溉水
源，却也带来了一点儿麻烦。村
里的耕地都在河东岸，而河上，
却没有一座可以通行的桥。村
民去地里干活，要先沿河走到
206国道上，再绕到地里。这一
来，一往，至少要二十分钟时
间。

“第一书记”王存礼来到柳
家村，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正逢漩河治理工程开工，
在治理项目规划图上，王存礼
注意到，国家对漩河的整治中，
没有涉及到关于建桥的任何信
息。而桥的意义，对这个沿河而
居的村庄来说，不言而喻。

王存礼马上开始积极行
动，与本单位昌邑市拆迁办领
导、镇领导一起积极争取，很
快，一桩石桥出现在规划图纸
上。四月份，投资达130万元的

石桥开始开工建设。
17日上午，记者来到柳家

村东头漩河畔看到，石桥正在
建设当中，几名村民蹲在河边，
一边看着工人建设，一边聊着
天，不时哈哈大笑。

“高兴呗”，村民柳建建指
着河对岸说道，“你看原来二十
分钟的路，桥通了最多两分钟
就到了。”

村里90岁的五保老人任桂
萍对“第一书记”的到来更是赞
不绝口。之前，她和另外六名五
保老人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房
子甚至开了“天窗”。王存礼在
挨家挨户走访时看到老人的窘
境，当即拍板，为几位老人翻修
了房子，还不时到家中探望，为
老人送生活用品。

“第一书记”给柳家村村民
带来了看得见的好处，道路硬
化了，村容整洁了，难题解决
了，村民们心里也舒畅多了。

建桥、通路、修房子

“要是去年来，你可坐不了
车，只能走进来。”17日下午，一
见记者，昌邑市柳疃镇马家庄
村村主任马山乙就开始“炫
耀”，要带记者看看村里的变
化，这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村里
的道路，现在已经全部硬化，完
全不见当年“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脚泥”。

这变化，是“第一书记”徐
前带来的，这位来自昌邑教育
局的“第一书记”带着股书卷
气，做起事来却毫不含糊，进村
没几天，居然就开始着手解决
村里最大的难题。

村委会雪白的墙壁上，贴
着一张红纸，上面记录着村民
为道路硬化进行的捐款。记者
看到，昌邑市教育局捐款六万
元，其余村民多则十万，少则八
千，共凑了三十多万元，把村里
的道路全部硬化。

“他把大家凝聚起来了。”
村主任马山乙说，马家庄村较
小，共7 1户人家，由于地处偏
远、经济落后，村里的年轻人都
跑出去打工，留下来的人也“团

结不起来。”而“第一书记”来
后，硬是通过走访做工作，把道
路硬化问题解决了。

除了道路，更让村民们惊喜
的是，村东头的两个垃圾场，居
然也能“变废为宝”。原来，马家
庄村村东头有两个大湾，面积达
八亩。湾内原来没有水，村民们
把生活垃圾、污水全都倒进湾
里，让大湾成了两个地地道道的

“臭水坑”、“垃圾场”，一到夏天
蚊蝇乱飞，环境极为恶劣。

徐前来到村里后，立刻注
意到这两个垃圾场，不但污染
环境，还对孩子们造成安全隐
患。一番考察后，徐前做了个决
定，要变废为宝。

马家庄村地下有着丰富的
卤水资源。徐前在协调了资金
等问题后，将垃圾清理干净，把
地下卤水引到地上，湾里有了
清澈的卤水，变成了两个大池
塘，并在周围建了围墙。有村民
将其承包下来，往里面投入了
40万尾虾苗，两个“垃圾场”就
这样成了养虾场，再有两个月，
就能看见效益。

柳疃镇马家庄村第一书记

昌邑市教育局公寓科科长

铺路、治污、建虾池

刘英凯 44岁

王存礼（右一） 42岁

徐前（左一） 48岁

文/本报记者 于潇潇

片/本报记者 吴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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