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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人物

村村里里来来了了山山航航““第第一一书书记记””
“到农村去，那里有

生我养我的爹娘；到农村
去，那里有育我成长的南
瓜米汤；到农村去，那里
是魂牵梦绕的故乡。”
2 0 1 2年起，山东省选派
2 . 6万名“第一书记”，深
入全省1 . 8万个基层单位
抓党建促脱贫。“第一书
记”进驻的村都是全省最
贫困的农村，只要当地后
进面貌不改变，帮包单位
就不脱钩、干部不撤回。

在枣庄市山亭区山
城街道南官庄村、东水峪
村和东山腰村，山东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派驻的三
位“第一书记”和村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两年半时
间，眼瞅着三个村子旧貌
换新颜。而“第一书记”们
的言谈举止间，也俨然变
成了正儿八经的“村里
人”。

张修存帮扶的东水峪
村，让刚入村的他心里被浇
了个透心凉。大泉自然村在
高山半山腰处，山地多，没
法种粮食，村民靠种花椒过
日子，花椒价格低，卖不了
好价钱。村民住房条件差得
令张修存心惊。“全是低矮
的石板房，黑暗潮湿，漏风
又漏雨。村民吃水更困难，
要到山脚下去挑。”张修存
叹口气，“你能想象山东农
村原来还有来回走三里路
挑水喝的地方吗？”

下山当晚，张修存翻来
覆去睡不着觉。东水峪村有4

个自然村，3个在山里，没有
一分钱集体收入，人均耕地
不到0 . 3亩，全村一千号人大
部分都是小学以下文化程
度。怎么办？张修存进村之
前制定的帮扶计划全被现
实打乱了。他做了一个大胆
的计划：把住在半山腰的村
民搬迁到山下，让山里老百
姓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十多次开会，最后确
定，投资850万元，启动小康
楼一期建设工程，100套楼房
在村西拔地而起。随后张修
存又带领村干部和村民对
大泉、东山两个自然村70多
户村民进行回迁安置。“今
年我们计划再投资1300万元
实施小康楼二期工程，建小
康楼100套及各种配套设施，
让山里老百姓全部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

现在的东水峪村已经
变为“东水峪社区”。道路宽
了，环境美了，设施齐全了。
村里75岁的老大爷单士元，
腿脚不好，在山上生活非常
不便。如今老人从山上搬下
来，住进80多平方米的两室
一厅的新房子，还有一个小
院子，老人整天笑呵呵的：

“俺从小生活在山上，做梦
也没想到快80岁了能从山上
搬下来，免费住上新房子。”

山村搬迁记

脱下工装滚上“土味”

2012年4月，山东从省直单
位选派582名“第一书记”到全省
最贫困的农村抓党建促脱贫，全
省共选派2 .万名“第一书记”帮
包1 . 8万个工作薄弱的基层单
位。

作为山东航空公司派驻的
第一批“第一书记”，衡璇参加完
入村前的培训后入驻枣庄山亭
区东山腰村，本以为自己生长在
农村，对农村事务不陌生，没想
到还是一去被泼了冷水。

“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
是衡璇刚进村的感受。“省里来
的领导，来镀金的吗？”“能帮我
们干啥，能带着咱村里致富吗？
别拍拍屁股走人，板凳都没坐
热。”有些村民一点不遮掩当面
问他，也有些犹犹豫豫地瞅着衡

璇，眼神里透着陌生和距离感。
既然来了，就没有退路。农

村的脏、乱、差、穷深深触动衡璇
的心，他决心在最短时间完成自
我转变。脱下白衬衫西装裤黑皮
鞋，衡璇换上了“更接地气”的汗
衫布裤，一口普通话也换了方
言。“说方言土是土，和村民拉呱
顶事儿。”变得“邋遢”、变得土气
的衡璇很快打开了局面。村里各
处都能见着他的身影，和村干部
开会讨论，到村民家里拉家常，
到破碎的土路上看路面，到缺水
灌溉的田里看水渠，忙前忙后，
渐渐地，大家见着他就主动喊

“衡书记”。“你得把自己真的当
成村里人，洗掉之前企业工作的
风格，换成当地老百姓习惯的，
才能被真正接纳。”衡璇说。如今

衡璇已经是第三年担任“第一书
记”，言谈举止间，俨然一个地地
道道“村里人”。

张修存是山航派驻东水峪
村的第二任“第一书记”。2013年
3月，驻村第二天他就被东水峪
村的现状浇了个透心凉。“村民
靠种花椒过日子，花椒价格低的
要命，卖不上好价钱，村里年轻
力壮的都出去打工了，就剩下年
纪大的和一些小孩子在家，是一
个典型的‘空心村’。村集体没有
一分钱收入。”

先前制定的计划被打乱了，
张修存平复了心情，很快又风风
火火干起来。搞调研摸底，挨家
挨户走访，向上面争取资金引进
项目，忙起来白天黑色连轴转，
一个月才回一趟济南的家。虽说

吃住都在村里，但一进村张修存
就立了一个“规矩”：绝不在村民
家里吃喝，更不接受村民赠的锦
旗。

为什么立这个规矩？张修存
跟记者解释，帮村民干事，村民
心里有杆秤，但是不能让老百姓
请咱吃饭，既是组织的规定，更
是因为他不愿花村里一分钱。一
次快吃午饭，村里69岁的五保户
张德侦老大爷专程到张修存正
在忙活的蓄水池建设工地找他，
非要拉着他到家里吃顿饭。拉拉
扯扯十几分钟，老大爷还是没能

“犟”过张修存。张修存婉言谢
绝：“大爷您要感谢就感谢党
吧！”张大爷只好作罢往回走，嘴
里念叨：“哎呀，党的好作风又回
来了。”

干老百姓最盼望的事

张修存说，去东水峪村之
前，其实他已经做了功课，“知道
村里穷。”到了实地一看才发现，
比想象的还要穷困，“穷得只剩
下墙了，好多房子又脏又破，墙
乌黑一片又潮又湿。”卫生也很
糟糕，“路两边乱七八糟的，都是
垃圾、粪便，生蝇生蚊子。”原先
村子里的支路都是土路，一到晚
上黑灯瞎火，下雨天走路一裤腿
都是泥，“彻底的水泥路。”

他和上任“第一书记”沟通，
确定思路，“一定搞好村里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先解决老百姓最需
要解决的生产生活问题。”当时东
水峪村居民对大泉深水井打水难
反映强烈，张修存从深水井安装配
套工程突破，和水利站积极协调，
加班加点干，用了不到一周时间，
解决深水井出水问题。

为了争创卫生村居示范点，
张修存联系投资10万余元建了
垃圾周转台，配了环卫三轮车和
清扫工具，招聘了两名清洁工
人。去年9月，村里组织人员将沿
街道路两侧院墙粉刷干净，平整
土地。他还免费“拉”来了100个
环保垃圾箱，投放指定区域。他
又联系投资4万元，在主要道路
建了8座新的铁制的电线杆，安
装了31盏路灯，监控器也扩容了
8路，解决了村里搬迁户夜间出
行照明的问题，也有效减少了物
品丢失。为解决通信问题，张修
存协调联通公司，让技术人员到
村里现场设计施工，通信基站总
投资20余万元，去年9月底竣工
投入使用。

投资850万元的旧村搬迁工
程，让一辈子住在山里的村民住

进了小康楼。投资了120万元开
挖的蓄水池，让村民结束靠天吃
饭的历史。如今，东水峪村已经
变身为东水峪社区，路面清洁，
宽阔敞亮，晚上出门有路灯，休
闲娱乐有广场，58岁的村民冯玉
平很自豪：“我们村民变居民，身
份可不一样！”

“哪里都要用钱，引资不容
易，最头疼就是资金缺乏。我们
是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化缘’，

‘化’来的钱恨不得一分钱掰两
半花，一定确保资金用到刀刃
上。”衡璇自我调侃。2013年他留
任“第一书记”，被选派到南官庄
村。通水通路、基本农田灌溉、生
产道路建设是他忙活的重点。针
对村里最头疼的喝水问题，他联
系投资30万元，经过两个月施
工，打了一眼深水井和配套设

施。去年7月，投资7 . 5万元对下
辖的孔寨、庞庄两个自然村的生
产路桥头加固、路肩加宽，投资6
万元对孔寨连接庞庄主干道路
肩加宽、整修，解决了路面较窄、
行车有安全隐患的问题。投资5
万元推进南官庄村主干道路肩
硬化工程，并对路两侧重新规划
硬化，整修文化墙。此外，又投资
6万余元对孔寨自然村灌溉水渠
整修、加固。针对电线弱老化、陈
旧，随着用电量的增加，经常出
现断电、跳闸现象等问题，南官
庄村花费130万进行电网改造。

记者了解到，南官庄村、东
山腰村和东水峪村如今都有了
农家书屋，每间书屋藏书三千余
册，村民农闲时就可以去翻阅书
刊。而村里都修建了小广场，还
上了配套的休闲健身设备。

“输血不如造血”

对于“第一书记”来说，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是重头戏之一，带
领村民脱贫致富也是他们心头
沉甸甸的责任。“输血不如造血，
要让村民转变致富观念，我们要
尽最大努力，给他们寻找资源。”

衡璇告诉记者，南官庄村是
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苗木种植和
养殖业是当地的主要产业。除了
传统的花椒、核桃等作物，他鼓
励村民多栽种桃苗等附加值高
的苗木，优化种植结构，依靠区
域优势发展养殖业。目前，他正
在致力于推进高效农业发展，鼓

励农户种植大棚蔬菜。每户补助
5000元，打造蔬菜专业合作社是
他的“蓝图”。不过由于当地群众
对种植大棚有所顾虑，这项工作
仍在推进中。

对于大棚蔬菜的进度缓慢，
衡璇有些无奈，不过他很快调整
好心态，“新生事物被接纳都要
有一个过程。”为了促成专业合
作社，他多次和山亭区、山城街
道主要领导到北京，争取国航食
品加工基地早日落地，衡璇的期
望是，打造当地政府、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五位一体”的合

作经营模式，逐步调整种植业结
构，提高土地附加值，形成村集
体和村民收入同步增加的“双
赢”局面。

产业结构单一、社区无集体
收入是东水峪社区的两大难题。
除了发展高效特色农业，优化种
植结构，张修存利用靠近城区的
区位优势以及社区蓄水池现有
资源，协调济南某农业公司共同
进行蓄水池综合利用开发，发展
渔业养殖、建立垂钓中心等。目
前一期投资已签署协议。此外，
村里现已注册挂牌成立东水峪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村里有五六
十名村民有了打工的收入，大大
增收，社区集体也能有近百万元
年收入。

刚刚进村4个月的“第一书
记”钱晓晨也在为村民增收致富
而绞尽脑汁。“这个村也是结构
单一的农业村，人均6分地，人均
年收入2000元，年轻人都出去打
工做生意，底子薄。”钱晓晨说，
他和村干部正在考虑对河道里
的沙子做文章，一来可以通淤，
二是增收，“如果成功的话，一年
也有一二十万元收入。”

南官庄村，一位村民正在新建的农家书屋里阅读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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