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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法委书记才利民来惠民调研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张峰) 7月

2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才利民来
惠民亲切看望了部分基层老党员，并
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及
政法工作进行调研。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胡炳山，县委书记、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范连生，县委副书记夏培
剑，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
部部长劳建刚陪同调研。

在麻店镇东胡村，才利民亲切看
望了困难老党员胡义华和胡风奎，详

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及生活情况。他指
出，老党员曾经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是社会的财富，是人民的
功臣，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有
关政策，切实关心和安排好老党员的
生活，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
们心头，让老党员幸福地安度晚年。

当听说驻东胡村的省政法委选
派“第一书记”与村两委下一步将为
村里规划建设蔬菜大棚，带领群众致
富时，才利民十分高兴。他指出，蔬菜

大棚建起来以后关键是要懂技术，要
用现代的更多技术把大棚做起来，首
先要保证产品的安全，无毒无害、有
机农产品，这样自己吃了也有把握，
也能卖出好价钱。

随后，才利民与部分企业、基层
党员和群众代表进行了座谈，认真听
取他们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建议。才利民要求，要拓展思路，
下决心增加村集体收入，着力加快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兴办瓜菜大棚等设

施农业，做大做强集贸流通市场，帮
助群众解决“卖难”等产品流通不畅
的问题。要加大投入，加快解决教学
设施问题，协调教育资源配置，帮助
各镇办尽快解决中学教学设施落后
等问题。同时，要集思广益，加快生态
文明村创建。村干部不能仅仅依靠外
援的力量，要自力更生，大力发展民
营经济，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不断完成资本积累，打牢村集体经
济基础。要接地气惠民生，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才利民强调，接地气就是走到百

姓中间，倾听老百姓的呼声，了解老
百姓所想所需，以便改善自己的工
作，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
为民所谋”，真正把这次活动搞好，惠
及惠民县的65万人民群众。

调研过程中，才利民还视察了县
检察院、车辆管理所、刑警队、矛盾调
解中心和法院，听取了公、检、法、司四
个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

省委政法委驻惠民“第一书记”带来了村庄大变样，也带来了致富门路

生活好了，村民的笑容多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峰 通讯员 刘洪林

在惠民和阳信交界的地方有这
么三个村庄，分别是东胡、大班和后
李，用“第一书记”吴波的话形容，

“以前是进不来也出不去”，一到下
雨天土路就变成泥巴路，当地的主
要经济作物西瓜运出去非常困难。5
日，记者来到东胡村发现，东胡村已
经彻底和落后说“再见”了。

进入东胡要经过周吴村，曾经
的难兄难弟如今双双旧貌换新颜：
周吴村不仅修了崭新的水泥路、安
上了路灯，路中间还开辟出绿化带，
宛如城市步行街。虽然不是帮扶对
象，但在上任“第一书记”的帮助下，
周吴村还是沾了不少光。

如今的东胡村，房屋颜色粉刷
一致，道路整齐干净，排水沟两旁没
了农村里常见的柴堆、粪堆、垃圾
堆，也不见了蚊蝇飞舞。

见到驻东胡村“第一书记”吴波
时，他正穿着短裤和麻店办事处主
任刘勇忙着平整一个大坑。“这个地
方要建一个小型的批发和交易广
场，附近的西瓜等农作物可以在这
里交易，能为村集体增加一部分收
入。”吴波说，“没有收入，村集体没
法运转，村里的一切工作将陷入瘫
痪。”

吴波的话在随着了解的深入逐
步得到证实——— 村里一条路的修建
让“第一书记”见识到基层工作的不
容易。

这条路向西修建时，要占用一
名村民的房屋部分地基，这名村民
以“下雨冲坏地基”为由，对提出的
所有条件都不予理睬，修路一时无
法进展，“第一书记”吴波也急得直
挠头。最终还是熟悉基层工作的麻
店办事处主任刘勇急中生智，提出

“路修到这里为止”，这时，西边的村
民不愿意了，纷纷给这名村民做工
作。众村民你一砖我一瓦，帮助他补
好地基，道路顺利通过。

为了尽早投入工作，吴波、田纯
昌、杨浩三位“第一书记”决定在一
个月内摸清三个村子的情况，通过
开百姓座谈会、党员会、村民代表大
会，走访熟悉当地情况的镇干部等，
将调研时间压缩到了最短。从第二
个月开始，三个村子的建设进入加
速阶段。

“我们来了有三个多月了，经过
前期调研，提出了‘规划先行，用好
政策、项目引领、富民强村同步进
行’的工作思路，这些在三个村子同
步推进。”吴波介绍，修路仍是三个
村子的第一要务。东胡村今年确定
要修4 . 5公里的路，比去年增加了三
分之一，这些耗资基本在150万元以
上。“9月份主路修好后，转入巷道建
设，达到下雨天老百姓出门脚不沾
泥的程度。”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开始
的想法是巷道也要完全硬化，但老百

姓提出，“地下全是管道，要是管道坏
了，就得把路面砸开，我们想修都修
不了”，接受村民的建议后，决定用红
砖铺路，方便管道维修。“我们来了之
后，对基层工作也不是很熟悉，在这
方面老百姓是我的老师。”吴波说，经
常和老百姓交流沟通，对自己日后的
工作开展帮助特别大。在农村厕所改
造过程中，吴波提出设想在村中间建
一个大公共厕所，彻底解决农村厕所
脏臭的问题，但火热的激情随后又被
泼了一盆凉水。县环卫部门问，“村里
有地下管网吗？”“啥地下管网？”吴波
被问得有点发懵。“没有地下管网，化
粪池的水怎么排出去？”于是“第一书
记”再次带着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满
村子调研，最终厕所改造的问题顺利
解决。

现如今，田纯昌帮扶的大班村
和杨浩帮扶的后李村也正忙着改造

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让村民享受
帮扶的成果。大班村下一步将建一
座卫生服务站，服务范围覆盖周围
10个村庄，解决村民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

为了防止“第一书记”走了之后，
村子重回落后的面貌，“第一书记”还
因地制宜，带来致富项目。“前面说的

‘项目引领’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老百
姓没有收入，村子建得再好也有可能
维持不长。”吴波介绍，“现在村民正
在报名大棚养殖，150亩地，1亩地建1
个大棚，我们再给村民补贴一部分，
村民人均年纯收入有望突破万元。10
月份我们‘第一书记’还将带领村民
代表到省内其他发达的具有可对比
性的村子学习别人的致富经。毕竟我
们的帮扶是暂时的，最后的发展肯定
还要靠村民自己。即便哪天我们离开
了，村里照样红红火火。”

去年2月底，时任山东省委
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张校林、
省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科员邱
燕楠、省政法委信息网络中心
干部杜昊威来到惠民县麻店
镇，分别任大班村、后李村、东
胡村“第一书记”，村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驻村

“第一书记”实现交接，省委政
法委指导处副处长吴波、专项
处副处长田纯昌、执法督察处
主任科员杨浩分别驻东胡村、
大班村、后李村。“第一书记”的
到来，不仅带来村庄变化，也带
来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两会”上，惠民县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培育“孙子故里、生
态惠民”和“惠风和畅、民生至上”两
大品牌，可以从中看出政府改善民
生的决心。半年过去了，我们身边正
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报记者带您
走一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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