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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省残联 3 位“第一书记”带村走上幸福路

过了半辈子，首次喝上自来水
本报记者 刘铭 实习生 潘晓君

“村里有部分路段是 2005 年
修的，现在已经出现破损，应该争
取早日修复一下。”20 日上午，记
者赶到莘县张寨镇郝庄村时，村
两委正在召开会议，研究村里修
路、帮扶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村干
部和村民代表讨论热烈。

省残联组织部部长、尚庄村
第一书记李金山说，初到村里时，
听到村民有些议论，说省城来的干
部就是来镀金的，呆一阵子就走人，

还不是做做形式，装装样子?“面对
群众的质疑，我们采取灵活多样的
形式走村访户，利用农闲时间在街
头巷尾与村民交谈，掌握了驻村干
部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只有办实事才能聚人心，解
决难事才能心贴心。”这是李金山
和郭金亮、郑汉琪的一贯认识。初
到尚庄、郝庄、东大寺村，第一印
象就是脏、乱、差、穷。李金山三人
落实行政村通柏油路资金 265 万

元，修筑公路 8 . 3 千米；落实村级
活动场所建设资金 25 万元，建设
尚庄、东大寺村村级活动场所 200
余平方米；落实健身场所建设资
金 20 万元，修建村民健身活动广
场 3 处。

“现在大街也亮堂了，路灯、
监控什么都有了。”72 岁的卜凡亭
说，看看一年前的村里环境，和现
在比比，当时真是想不到会变化
这么快，那时候连想都不敢想。

路灯、监控咱村里都有

“遇事先和村干部商量，充分听
取、尊重他们的意见；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好事，请村干部出面，树立他
们的威信；外出协调工作、寻求支持
时，请村干部全程参与，不断丰富他
们的阅历。”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李
金山、郭金亮、郑汉琪推行“五步议
事法”，让村民参与、村民研究、村民
决策，重大事项经 80% 以上村民通

过就能实施。
李金山介绍说，来之前尚庄

村和东大寺村都通上了自来水，
唯独郝庄村村民还喝地下水。在
省残联党组、理事会强力推动下，
才有了村里自来水建设等项目的
落实。

郝庄村郝庆贵说，原来看着
有的村铺设自来水管道没什么感

觉，后来发现不仅水质好，而且方
便，拧开水龙头就可以有水用了。
但由于郝庄村村子比较大，铺设
自来水管道的事就搁了下来。

“哎呀，刚才开会前还没来水
呢，会一结束水就来了。”今年 60
多岁的郝大爷接了一桶水笑着
说，没想到这过了大半辈子了还
喝上自来水了。

李金山告诉记者，在进行农
业结构调整、发展集体经济方面，
三个村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
失败的教训。在当地干部群众中
广为流传的“想受穷种大棚”，“胳
膊拉细啦，绳子拉断啦，贷款 8 千
变 1 万啦”等言论，源于十几年前
部分干部种植蔬菜大棚的经历。

为打消干部群众的思想顾
虑，协调省残联出资 3 万元，组织
镇、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和致富带
头人 33 人赴寿光、青州等蔬菜基

地参观学习，聆听了王乐义如何
当好村官、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如何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如何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专题报告，
从此村里又开始大棚种植。同时，
落实产业扶贫资金 90 万元，建设
冬暖式大棚、大拱棚 200 余亩。

“说起种大棚都有些后怕，万
一赔了怎么办？”尚庄村的卜祥群
说，后来在李金山书记的带领下，才
开始尝试继续种植。“我今年是第二
年种大棚，一共 9 亩大棚，西瓜、豆

角是主要的，尤其是出去学习了一
趟，感受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技术。”

同时，募集社会资金 3 0 万
元，动员三个村的村民自愿参加，
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一处，农机
专业合作社既服务村民，又能分
别为三个村集体增加经营性收入
2 万元。预计到 2013 年底，尚庄、
东大寺、郝庄分别可实现集体经
营性收入 3 . 8 万元、6 . 2 万元、
3 . 8 万元，提前一年完成村集体有
经营性收入的目标。

33 人组团赴寿光取经

60 岁第一次喝上自来水

“村里的自来水终于通水了！”3 月 20 日上午 11 点
半，莘县张寨镇郝庄村郝庆贵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
水流了出来。在省残联派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从
春节前开始施工铺设管道，现在村里近 400 户村民终于
可以吃上自来水了。

“第一书记”给村里安上了自来水。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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