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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9000天，这位年近花甲
之年的村书记依然奔波在带领村
民致富的道路上。武城县李家户
镇西店村也从省定贫困村蝶变成
为省级美丽休闲村。村民常说，多
亏了“李书记”，这些年，他就像老
黄牛，带领村民一步一个脚印地
踏出一条脱贫路。

1996年，李福祥临危受命成
为李家户镇西店村党支部书记，
一进村，就“脚打后脑勺”忙碌起
来，挨家挨户摸情况、宣传政策、
倾听诉求、收集民意，早上5点起
床，晚上10点后才回宿舍。

“当时两眼一抹黑，不了解村
情民意，只能挨家挨户走访。”村
民白天下地干活，他就去田间地
头；晚上村民回家，他再入户走
访，围炉夜谈。他跑遍全村，与村
民的交情越来越深。

西店村是传统的农业村，几
十年来村民一直种植小麦、玉米、
棉花等传统农作物，亩产效益低、
群众增收空间有限，村集体没有
经济收入。全村精准识别贫困户
51户，残疾人7人，贫困发生率在
40%左右，是武城县典型的贫困
村。原来的西店村主干道路面坑
洼不平，路两侧堆放着柴草垛、粪
堆等垃圾杂物，脏乱不堪；危旧房
屋断壁残垣，好像随时要坍塌；由
于没有集体产业项目，村集体没
有一分钱的收入。

“要想富，先修路”，村里的道

路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出行都困难，更不要说致富
了。李福祥决心修一条通往到户
的水泥路。为筹措资金，他找到在
县城工作的西店人，自己打下了
借条。

不久，一条3米宽的水泥路修
通了。为了给村民们创造更好的
宜居环境，他和村干部又把48处
废弃宅子一次性清理出来，这些
空地被村里统一规划为各种果
园，村里提供苗木8000余株，户主
负责管理，谁管理、谁受益。很快，
村中就出现48处各具特色的小果
园。这样不仅村里的环境得到了
改善，村民们还能多出一笔额外
收入。

如何让西店村广大村民脱贫
致富是李福祥日思夜想的问题，
积极在工作中寻找答案，2015年，
通过和省派第一书记朱玉国的合
作，充分利用上级争取来的财力
智力和人脉资源，以扶贫开发为
突破口，力促西店村跨越式发展。

李福祥和朱玉国一合计，决
定走出去要政策、跑项目。只要了
解到县里、市里、省里，哪个部门
有了支持农村的新政策，李福祥
就开上自己的“小面包”去争取。
朱玉国依托山东理工大学的资
源、渠道，一了解到哪里的社会资
本有投资乡村项目的意向，李福
祥就马上开车带着他去主动对接
合作、引进项目。

在这一年，西店村争取到中
央财政扶持资金、行业扶贫扶持
资金、道路硬化亮化等多项政策。
2015年西店村开始实施新村扶贫
整村推进项目，发展西府海棠苗
木种植200亩、12 . 3万株，实现了
整村全覆盖，涉及常驻村的96户
家庭。2016年底完成山东省特色
种植资金扶持项目“龙峰桃”200
亩、精准扶贫资金扶持项目“三红
梨”100亩及林下150亩中草药种
植。两年来，李福祥带领村民先后
完成了肉牛养殖、绿色豆芽、西府
海棠苗木种植、龙峰桃种植、三红
梨种植、树莓种植、中草药种植、
村内50亩果树种植、村外50亩藕
塘、鱼塘等10个特色产业，为富民
增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今，省森林村居、省干事创
业好班子、山东新型农民示范站、
省美丽休闲村……走进西店村党
员活动室，大大小小的奖牌有序
的排在架子上，每一块奖牌仿佛
都见证着李福祥与西店村的奋斗
脱贫路。如今的西店村基础设施
日臻完善，人居环境不断优化提
升，“村干部看着顺眼了，老百姓
才过的舒坦。”李福祥笑着说。如
今，李福祥的家人都已经搬去县
城居住，可是他却还是迟迟不愿
意离开这片他与之奋斗的地方。

每一块奖牌背后的奋斗脱贫路

两年时间,有着600多年历史
的夏津前屯村像洗了个澡 ,不仅
村貌焕然一新,而且还有了“古桑
村落”的美誉,成为十里八村的明
星村庄 ,连村民回娘家都特别自
豪。曾几何时,前屯村守着上千年
的古桑树林,却找不到发展路子。
变化始于2018年9月,省派夏津县
乡村振兴服务队到来之后 ,村民
在服务队的带领下 ,打了一场漂
亮的“翻身仗”,让前屯村重新发
现了其独有的人文地理价值。

2018年11月,作为省派夏津县
乡村振兴服务队队员 ,来自山东
省民政厅的潘红春和山东警察学
院的孙晔被分到前屯村 ,经过前
期的调研 ,她俩对村里的情况有
所了解。

“破 !”这是当时的前屯村给
服务队员的印象。村里道路都是
土路,遇到雨雪天气泥泞不堪。面
对这个村 ,队员们直皱眉头 ,这该
咋办?当时,前屯村的省级贫困帽

子虽然已被摘掉 ,但村里依然存
在很大的发展困境 ,大而不强 ,集
体收入少 ,没有产业项目 ,后劲不
足。在这些难题下,村庄发展还面
临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阻碍。

是时候来一场“头脑风暴”
了。为了让群众去掉思想上的束
缚 ,服务队首先做了两件事 ,一是
召开动员大会 ,二是走出去参观
学习。

2018年4月,六千亩的夏津黄
河故道古桑树群落被联合国粮农
组织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是山东省首个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是目前世界上罕见的、
古老完整的桑树群。可以说这是
一片典型的人文森林。

“这是多么优势的生态旅游
资源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
屯村守的是金饭碗。所以当时就定
下方向——— 搞乡村旅游。”省派夏
津县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省委政
法委政治部主任刘启超说。

前屯村党支部书记褚运林回
忆说 ,那时服务队挨家挨户通知 ,
晚上把大家喊到一起开动员大
会 ,向大家宣讲乡村旅游的发展
趋势 ,“这种景象十多年没有过
了。”

为了能让村民有一个感性的
认识 ,服务队和夏津生态旅游区

前屯村包片干部滕发强带领村民
400多人次先后赴馆陶县“粮画小
镇”、武强县“音乐小镇”等地参观
学习,开阔眼界。

说干就干 ,但是从哪里动手
呢?服务队和设计团队河北乡墅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过考察后 ,
决定得先让村子美起来 ,改造从
街道外立墙和杨家井周围开始。

从2019年10月开始,前屯村进
行了胡同和主街道的改造 ,建设

了古桑文化馆、红色文化广场、文
化景观长廊,铺设了七彩胡同、磨
盘胡同等文化胡同。如今,借助古
桑生态资源 ,这个昔日的省级贫
困村正在逐步转变为村美民富的
美丽乡村。

近日 ,前屯村收到著名生态
学家李文华院士的题字———“夏
津县古桑农耕文化展示馆”。此
外 ,前屯村还有国家蚕桑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向仲怀院士
的题字———“黄河故道古桑文化
村落”。

“这是对前屯村古桑生态资
源的高度认可 ,为我们下一步发
展乡村旅游坚定了信心。”省派夏
津县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省委
政法委政治部主任刘启超说。

古桑林是“聚宝盆”,保护开
发古桑林 ,既守住了生态命脉 ,也
找回了文化根脉。

前屯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
史 ,“义学”曾在村民教育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潘红春说,重建杏
坞书院是前屯村文化建设的重要
任务,目前正在筹备中。将杏坞书
院建成全村人的学习培训教育宣
传活动中心 ,并免费为孩子们提
供文化艺术教育课程 ,为全村人
提供学习培训机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金刚 整理

现在的杨家井周边环境优美。

祥牧养牛合作社助村民致富。

李福祥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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