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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他他让让贫贫困困村村““变变身身””美美丽丽乡乡村村
——— 记双泉镇西龙湾村“第一书记”董文安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梅 张帅
通讯员 孟祥江

及时转换角色
一户一走访

2012年6月，董文安被选派
到双泉镇西龙湾村担任“第一

书记”。当时，董文安16岁的女
儿正准备中考，70多岁的老父
亲身患重病卧床在家。“既然组
织把这份工作交给我，我就要
尽心将它做好。”为安心工作，
董文安把老父亲送进敬老院，
将女儿托付给妻子，随后他打
起铺盖卷走马上任了。

西龙湾村位于双泉镇南

部，全村115户，400多口人，是
典型的贫困村。虽然有过基层
工作经历，但刚驻村时所看到
的景象还是让踌躇满志的董文
安心里凉飕飕的：全村没有一
条像样的街道，村头的大湾里
漂着成堆的垃圾，还没进村就
能闻到一股恶臭。

对于眼前的一切，董文安

并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从田
间到炕头，从村东到村西，一本
本工作日志记满了西龙湾的
村情和民生：村里农业基础设
施薄弱，急需修筑2座塘坝；
进村的桥必须赶在雨季前修
好；核桃树嫁接培训班争取每
周办一次……董文安明白，要
想做好村里的工作，自己必须
转换角色，时刻与群众面对面、
心贴心。

争取帮扶资金
整修入村大湾

经过走访调研，董文安将
目光放在了村头的大湾上，在
他看来，想要拔穷根、摘穷
帽，村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
要改善，“咱得打扫干净屋子
再出门”。

董文安将想法告诉给村两
委班子，村支书高长山挠着头
皮说，“这主意好是好，可就是
缺钱啊！”“钱我来想办法！”凡
认准的事情，董文安一定要坚
持到底。当时正值酷暑，董文安
连续20多天开着私家车往返各
单位间争取帮扶资金，为了早
立项、早开工，他又多次到区发
改委争取“娘家人”的支持。在
他和村两委的努力下，出村的
龙湾大桥建起来了，小塘坝修
起来了，昔日的大湾犹如一轮
弯月镶嵌在村口，村民们亲切
地称之为“月亮湾”。

随后，董文安又为村里实
施了水库整治工程，清理了河
道，修复了围河堰，筑牢了护
坡，还在水库沿线种上了松树、
柳树、竹子、红叶石楠……如
今，走进西龙湾，就仿佛走进了
江南水乡。

引进油料牡丹
增加人均收入

贫困村脱贫，贫困户脱贫，
产业项目是关键。在董文安的
带领下，西龙湾村搞起了特色
种植，目前已种植核桃800多
亩，油料牡丹200多亩，仅这两
项，人年均收入便可增加4000
多元。为有序发展，董文安还组
织村民成立了莲华山合作社，
计划利用本村的土地资源，建
设棉油和粮食加工企业，建立
苗木种植基地，并通过微商、电
商和农业订单等形式进行销
售，壮大集体收入，吸纳贫困群
众就业，达到脱贫目的。

同时，通过董文安积极争
取，上级帮扶单位纷纷伸出援
手，投资50万元，为龙湾大桥安
装了高标准的花岗石护栏，保
证村民出入安全；投资60万元，
对村南的塘坝进行了除险加
固，河道清淤7000立方米，增加
水浇面积，确保塘坝汛期安全；
投资15万元，计划对村内自来
水管网进行改造，资金现已到
位，年内即将开工建设。

王连民，男，山东省济南市
人。自幼酷爱书法艺术，数十年
来通读和临摹了历史名家书
贴，先练二王、颜、柳，后又广学
真、草、隶书，在多种书体中尤
善行草。追求墨色变化和气势
纵横的效果。多年来得到众多
书法名家的亲临指导，特别是
近年来，在全国著名书法家李
尚才先生的谆谆教导下，刻苦
钻研，书法技艺日益提高。已经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作品深受广大书法爱好者喜
爱，多次参加省内外举办的大
型书法展览并获得奖项。其作
品先后在省内外20余家报刊上
发表，并被国内多家纪念馆、文
学馆、博物馆和各界人士收藏。
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世
界华人书画艺术传播中心副秘
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国老年
教育书画研究院院士，中国书
画家协会济南工作委员会副秘
书长，济南阳光书画院副院长，
济南南湖玉露书画院院士。
2016年6月被中国当代名人文

化研究会授予“中国创新文化
名人”荣誉称号。

王连民先生是一位“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人，执着、坚毅，
几十年来，从“二王”入手，临池
不辍。一步一个脚印儿。从不因
俗事闲杂而懈怠，不因农事繁
忙而住笔，不因身体染恙而停
顿。“痴于艺者技必精”，王先生
痴迷书艺，正如东坡所云：“一
技事至微，所期造至善”。外浑
厚而内精明，极高明而道中庸，
可谓立意不俗，书格既定，成功
已半。志平气和而道显。

中国当代书法一直背负着
创新求变的历史使命，可如今
的书法多具备“作品意识”，但
缺乏“经典意识”，这或与当代
书法重视技术审美而忽视文化
内涵不无关系。可品读王先生
的作品，就会从中感受到浓郁
的文化气息。他的书法作品独
树一帜，平缓中有波澜，恣肆中
显静穆，“刚柔相济，摇曳多
姿”，有着韵律、结构、线条的美
感，尤其是对行草的研习很见
功夫，用笔灵动而有生机，自然
大气，虽有导师痕迹，更有自己
的创新与发展，章法布局随心
所欲，提按使转得心应手，师承
传统而不拘泥。更多的是在书
法中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气
节风骨。笔墨里蕴藏着千年中
国传统文化，最终化为一撇一
捺的神奇。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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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第一书记”在行动
中共长清区委组织部 齐鲁晚报

2012年6月，长清区发改委副主任董文安从机关单位走出，来到双泉镇西龙湾村担任“第一书记”。
四年时间，他不仅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通过努力让西龙湾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先贫
困村成为了如今的省级生态文明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用他的话说，“群众的致富梦、脱贫梦、小康梦，
就是我的幸福梦”。

钟钟情情翰翰墨墨，，笔笔耕耕不不辍辍
——— 长清书法名家王连民印象

董文安和镇农办、国土所工作人员探讨产业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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