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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想让乡亲们
摘掉穷帽子

东孙村是一个回族村。
2001年9月，42岁的米培莲临危
受命，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她也
是东孙村第一个女支书。然而，
那时摆在米培莲面前的东孙村
却是个“烂摊子”。

“2001年以前，我们村集体
负债50多万元，人心涣散，‘两
委’班子三年换了四茬，村里干
部没有主心骨,群众诉求没人
理会，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更
是个火山口，没人干。”该村78岁
的村民杨怀印告诉记者，他在村
里当了20多年会计，对村里的情
况他最有发言权。“那时候，大家
看到村党支部书记选了个女
的，很多人都不看好。”

不仅村民们不信任，就连
家人也不理解。“当时孩子都
还小，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
学，母亲和爱人都不让我接这
个烂摊子。”米培莲对家人
说，她干的这个活儿，不图名
也不图利，就是想让这个生她
养她的地方好起来，让乡亲们
摘掉穷帽子。

说干就干！米培莲上任没
几天，就在乡亲们面前郑重承
诺，要在第一个任期里为村里
办四件事。建个养牛场，修条水
泥路，打一个深水井，还要把村
里的变压器换好。

那时，村里一缺资金、二少
门路，如何带领群众致富，成了
米培莲心头的一块疙瘩。“必须
得闯出适合东孙村的路子，靠
谁也不如靠自己”。她和党支部
一班人挨家挨户走访村里的

“致富能人”，最终确定“以发展
养殖业为主，种植业、运输业、
拆迁业为辅，多业并举，富民强
村”的发展思路。

为让村民把牛牵出来
借母亲私房钱发补贴

要建养牛场，就得有地。经
过多次考察、论证，仅用半个月
时间，她带领班子成员收回了
被村民强占的60亩苹果园，随
后又解决了窑场荒弃和村民抢

占学校问题。
有了土地，解决资金问题

迫在眉睫。“我想起，在少数民
族经济发展这块，政府有扶持
政策，我连夜写了份申请报告，
第二天，拿着它去了市里。”米
培莲说，那是她第一次出那么
远的门。“头一回见到那么多领
导既害怕又紧张，不知该说什
么，报告让我攥得皱巴巴。想到
得给乡亲们有个交代，我把村
里的难处都说了。”听完汇报，
泰安市民族宗教局的领导第二
天就到村实地考察。

米培莲立即给全村养牛户
下了通知，“明天早上，把家里
的奶牛牵到场地里，一头牛补
贴2块钱，都是现钱绝不拖欠。”
米培莲说，第二天村民们都来
了，一共牵来了300头牛。上级
领导看到这些牛以后，觉得建
养牛场可行。凭着这300头牛，
米培莲替村里争取到了第一笔
扶持资金20万元。

说起答应支付给村民的
600元钱时，米培莲红了眼睛。
“当时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现
钱，这钱还是向我的老母亲借
的，那是老人攒了多年的私房
钱，都给我了。”

有了钱有了地，米培莲的
干劲更足了。“需要协调工作时，
她是村干部，干活人手不够时，
她立马顶上。两个月的时间，占
地30亩、可容纳600头牛的奶牛
养殖基地就建起来了。米培莲把
养牛基地租给养牛户，还帮着养
牛户贷款买牛。渐渐地，一些周
边养殖户也过来养牛了。

“一边收承包费，一边建牛
场，就像滚雪球。”米培莲说，从
那时起，全村奶牛数量由不足
400头很快翻番，农民收入快速
增加。目前村里的肉牛存栏量
有1400头。

“两年前，看到肉牛市场潜
力很大，米书记果断带领养殖
户杀入肉牛产业，投资建起高标
准养殖小区，走上了规模化、科
技化、智慧化养殖道路。”东孙村
养牛大户米西恒告诉记者，他家
现在有肉牛100多头，一年可以
出两批，收入非常可观。

据了解，2016年，肉牛出栏
量达600多头，全村养殖年产值
突破1000万元，养殖业成为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
始终觉得村支书不是官，就是
老百姓的带头人，在我心中有
个宏伟蓝图，未来几年，要让村
里的人均收入从13000元提高
到40000元。”

村里修路拒绝贿赂
家里两头牛被人毒死

走进东孙村，水泥路笔直，
民居整整齐齐，有不少是多层
小楼，十分气派。“原来这条路
两边全是垃圾，大家都在门口
养牲畜、堆玉米秸秆。”70岁的
村民米恒振告诉记者，这条中
央路是米培莲担任村支书后修
的第一条路。

“以前村里全是泥巴路，像
这种下雨天根本没法出门。”村
民回忆，当初村里修路，米书记
要求公开投标，很多人为了抢
到工程，啥招都用了。

在一本十几年前的工作日
记上，米培莲这样写道：“8月28
日这天，我真难忘，这天修路投
标，头一天晚上九点，有头牛突
然间病死在牛栏里，我的心里
难受极了。”“9月1日早八点，又
一头奶牛突然出事死了，我的
心就像刀割一样，价值一万多
谁不心疼。”原来，修路采取统
一招标，有人想贿赂米培莲，被
她拒绝。在投标前，她家仅有的
两头牛都被人下药毒死了。

“我老母亲，趴在牛头上
哭。丈夫急得要跟我离婚。”米
培莲说，她在家人的埋怨声中，
在院子里坐了一夜没合眼。当
时全家收入全指着这两头牛。
没办法，她贷款让大儿子去读
了大学。她在日记里这样写着：

“我下定决心坚持，不能误事，
投标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就这样，米培莲咬牙坚持
下来。路很快就修起来了，为省
钱她想尽办法。“当时差一车水
泥就能完工了，我从别村借了
台拖拉机拉水泥。回来时，车有
点不稳，把我一下子甩到了沟
里，半天没爬起来，鞋后跟掉了
也不知道。”米培莲说，那天她

回家很晚，母亲问她干啥去了，
她没说话回屋躲起来哭了。

“想想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
要是掉沟里摔死了，真对不起
他们。”米培莲说，这件事到
母亲9 2岁去世时，她也没跟
家里人说过。只是那双掉了跟
的鞋，她一直留着。“提醒自
己，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个样
儿来，才对得起乡亲们，也对
得起家人。”

村里需要再多条路子
才能发展更快

“养牛场建好了，路也修
了，村里需要再多条路子，才能
发展更快。”米培莲说，他们村
北挨着一条省道，车来车往，路
边驻足休息娱乐的人众多，她
觉得这是个商机，于是多次召
开村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
反复做村民工作，筹集资金300
余万元建成2100平方米的3层
沿街商铺对外招商，为集体增
加收入20余万元。

米培莲发现村里集体活动
空间少，文化活动更是单一。

“老百姓好了才是真的好”。针
对村里老年人多，留守老人占
比大的问题，建设幸福苑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为农村老人
提供了一个相聚交流、互助互
娱的文化场所，解除在外打工
村民的后顾之忧。

为丰富民族文化，村里还
投资60余万元修缮已有500
多年历史的清真寺。“要不是
米书记在最困难的时候挑起
了重担，排除万难带我们干，
东孙村哪能有今天。”村民杨
怀印说。

民族村的女当家人米培莲：

干干出出个个样样儿儿来来
才才对对得得起起乡乡亲亲们们

米培莲查看村里养牛场的小牛。 本报记者 宁博 摄

位于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最东端的东孙村，是个少数民族村，党的十九大代表、58岁的
米培莲已经担任东孙村党支部书记16年了。靠着一颗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心和一股不服
输的劲，她带领东孙村的父老乡亲攻坚克难，走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路子。

□代表感言

“真希望我今
年才30多岁，这样
我就能为老百姓多
服务几年。只要任
职一天，只要活着
一天，就要把东孙
村建成全省一流、
全国知名、富裕民
主、文明和谐的少
数民族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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