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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村镇的“无奈”

2021年5月，耿遵珠有了新头衔——— 耿店新村
党委书记，从之前一个村的书记，变成了十一个村
的书记。“新村”的成立，让“耿店”的范围更大了，同
时，耿遵珠的担子也更重了。

2018年，耿遵珠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见过“大世面”的他，对“耿店模式”又有了新感悟。
今年7月，2021年至2035年的耿店规划书摆在了他
的案头，由于经常拿来翻阅，两个月的时间硬是给
翻旧了。

对于村庄未来的发展，耿遵珠说，村里的富民
产业是大棚，关键在于提高了土地效益，今后发展
的诀窍，还是在土地上。

土地之于耿店，多少是有点无奈的。20年前，像
耿店这样的自然村在鲁西大平原上比比皆是，无
水可依，无山可傍，何况耿店村距茌平城区30多公
里，在整个茌平区都属于“偏远村镇”。

“除了土地，几乎没有其他优势资源。”耿遵珠
说，这是平原地区最大的现实，“我1966年生，如今
在村里生活了55年，依然天天围着土地转。”

2002年，36岁的耿遵珠当选村支部书记。之前
他在村里干过代销点、卖过粮食、当过电工和会计，
养过蛋鸡，靠着一股实诚劲儿，获得了乡亲们的大
力支持。

耿遵珠至今记得，刚上任那会儿，老支书语重
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耿店村是好村，别弄乱了，得
把事干好了。”简单的几句话，对耿遵珠触动很大。
多年来在村里干活、经商的经验，也使耿遵珠更加
关注思路、眼光等问题。

“常说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耿店没
有区位优势，走工业的路子对耿店不现实，分析透
村里的实际后，我们决定走无农不稳、无商不活的
路子。”这是耿遵珠上任伊始的思路。

一年八次去寿光“取经”

从20世纪90年代起，鲁西平原上建起了很多蔬
菜大棚，耿店和周围村庄也尝到了设施农业的甜
头。但到了2000年左右，情况变了。

“早晨拉，晚上盖，一天赔上几十块。”早晚手工
拉帘子、粗放式的劳作，高强度体力劳动还不如出
门打工挣得多，很多村民对大棚渐渐失去信心。

2002年，耿店村的大棚产业也走到了十字路
口。当时耿店的大棚只种芸豆，有“芸豆之乡”的美
誉，但随着一年年重茬，品质下降、效益低下的
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50米的老大棚，种菜一
年只卖七八千元，出去打工一年能挣上万块。很
多人觉得，在村里种大棚真不如外出打工。

还要不要继续种大棚？这是耿遵珠上任后
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

“我就想让大家看看，不是大棚产业不行
了，而是我们没有技术，不敢改茬，不敢跟进，
造成耿店的产业越来越萎缩。你看人家寿光，
一个大棚能挣好几万块钱，这就是差距。”为了
让大家解放思想，耿遵珠带着村民去寿光“取
经”，一年去了8次。学习回来后，在上级党委政
府的支持下，耿店还从寿光聘来了技术员，指
导改茬工作，改种黄瓜、辣椒、西红柿。

这一改茬，效益直接翻了一番。还是50米长的
老棚，一年种菜的收益达到一万五千多元。大棚产
业对村民的吸引力立刻回来了。从2002年开始，耿
店彻底迈上了产业振兴的快车道，直到现在依然
高歌猛进。2021年上半年，耿店村新建大棚30座。

当时同样都是种大棚，为什么耿店发展起
来了？很多来耿店参观学习的人都会提出这个
问题。“因为我们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武装了
头脑，在大棚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没有迷路，
坚持了下来。”耿遵珠说。

耿庆祥是耿店村党支部委员，1992年至2002年
当过村里的生产队长，他说：“论起种大棚，我们耿
店在周边最有发言权，2002年是个分水岭，改茬之
后又上了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等设备，规模越
来越大，蔬菜产业真是腾飞了。”

经过20年发展，如今的耿店蔬菜大棚已经形成

“一条龙”产业模式：育苗基地、合作社、蔬菜批
发市场等配套设施和服务齐全，全链条式产业
模式让大家在村里就能赚到钱。

9亩地干了20亩地的事

走进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给人的第
一印象就是村里的楼多，仅住宅楼就达到了11栋。
夏末的鲁西平原，已经有些凉爽了。晚上9点，耿店
村的主街上依然人来人往。经过十多年发展，耿店
村民上楼了，而且是“高高兴兴”上楼。耿店新村党
委书记耿遵珠也上楼了。

为什么要盖楼？村民为什么要上楼？村民们的
回答很简单：人多地少。2020年，耿店村的人均纯收
入达到4.5万元。这让村民感到了乡村振兴的力量。

耿遵珠表示，耿店的新农村建设与大棚产业
是同步推进的，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2006年，大
棚引进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等新装备后，耿店
村民的增收速度更快了，产业兴旺也为耿店带来
了更多发展机遇。

“2007年、2008年，耿店村民真是发财了，到了
2009年，全村一下子上了100个高标准大棚。”耿遵
珠说，搞新农村建设时，我们村的大棚产业同样蒸
蒸日上，每年上新的，改老的，2009年最热闹时，七
套挖掘机同时作业，全县很多人来观摩。

村民的钱包确实鼓了，村集体的家底也厚
实了，但耿遵珠从村民的反映中，看到了发展
新问题，当时很多家庭面临着孩子结婚要新房
而村里没法安排。

“要盖房，得有地，这地从何而来？因为村
里都是平房，国家也不提倡再占用耕地，无法
再扩展了，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实际情况，通过
多次去外地取经，最后村里决定不再安排新宅
基地，而是准备盖楼。而且那时国家的好政策
也来了，恰逢其时。”耿遵珠说。

回头看，2009年是耿店村民上楼的“元年”。村
里决定，将集体的大棚拆掉，盖成“3+1”式的楼房，
三层居住，底层车库，每平方米700元，想买的先交2
万，盖一层交一层的钱。

当村支书20年来，耿遵珠心里最明白的就是
“土地账”。他说，如果盖平房，按照一处宅子四分地
计算，得用20多亩地，而盖楼的话，只需要用9亩地
就能安排60户，而且人居环境大大改善。

耿书记“吃亏”搬家

8月27日下午4点半到6点半，耿遵珠从大棚回
到办公室后，就被来来往往的村民“堵”住了，有人
找他领新房钥匙，有人为电费的事而来，有人找他
商量工地开工的事，还有人是讨价还价。

“我就是觉得冤，买楼的钱交得比别人多，想想
就难受。”一位村民说。“每平方米1420元是
2018年定下来的价格，这两栋的价格之所以比
以前高，是因为有电梯，质量好，没有其他的。”
耿遵珠反复向一位前几天已来过一趟的村民
解释。“少拿点钱就行。”村民有些犟。“你放心，
上楼带电梯，慢慢就知道好处了。听我说，你把剩下
的几万块钱补上，一点都不冤。”

在耿遵珠的办公室，从来不缺嗓门高的人，但
嗓门再高，也高不过耿遵珠讲的道理。对于耿店村
的事情，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有苦你就说，有冤
你就诉”，村务村情、乡里乡亲，他总能把理儿拉得
透彻、明白，特别是关于上楼的事。而且他的两次

“吃亏式”搬家，成了十里八村的谈资。
如果说重拾大棚产业，是耿店村第一次飞跃，

那村民上楼便是耿店村的第二次飞跃。
2012年，一期住宅楼建成，但清完账等待抓号

分房时，村民中间有了议论，因为都不愿抓到位置
最“孬”的那户。

哪个位置最“孬”？四号楼一楼东户。在很多人
眼里，这个位置遮阴，挨着临街饭店的婚宴大厅，降
了三万元都没人要，村里喊了几次抓号都没人来。

在和村民聊天时，耿遵珠了解到，由于这次给
孩子要婚房娶媳妇的比较多，当父母的怕在人前
落下话把，说“你看他家要的是最孬的房子”，所以，
这套“孬房”成了大家不肯抓号的原因。

看到这种情况，耿遵珠决定：既然大家都说位
置最“孬”，那我就要这户。“我把最‘孬’的认下来，

耿耿遵遵珠珠的的办办公公室室是是村村
里里声声量量最最大大的的地地方方，，有有时时
连连屋屋后后挖挖掘掘机机的的声声音音都都盖盖
不不过过从从这这间间办办公公室室里里传传出出
的的热热闹闹。。

2200年年来来，，聊聊城城市市茌茌平平
区区耿耿店店村村的的““热热闹闹””让让周周围围
村村庄庄的的人人们们眼眼馋馋，，一一座座座座
高高标标准准大大棚棚、、一一栋栋栋栋高高楼楼
拔拔起起而而起起，，一一百百多多名名““棚棚二二
代代””返返乡乡创创业业，，还还有有很很多多外外
乡乡人人来来村村里里的的大大棚棚打打工工。。
虽虽然然村村里里富富了了、、荣荣誉誉多多了了，，
但但耿耿店店村村的的““领领头头雁雁””耿耿遵遵
珠珠比比以以前前更更忙忙了了。。

耿耿遵遵珠珠说说：：““在在耿耿店店，，
有有两两件件事事很很重重要要，，一一是是实实
实实在在在在挣挣钱钱，，二二是是高高高高兴兴
兴兴上上楼楼。。当当村村干干部部难难，，乡乡村村
振振兴兴不不是是敲敲锣锣打打鼓鼓，，是是踏踏
踏踏实实实实干干出出来来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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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抓号了，大家一看最孬的没了，抓号时
很积极，楼房一下子抢光了。”就这样，“分房危
机”解除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耿遵珠有些“不好意
思”。这次上楼的其他住户一家拿出50元来，到
县电视台点了一星期的歌，对他表示感谢。

这次上楼，是耿遵珠第一次搬家，不过他
没想到，2014年底，他又搬了一次家。

“棚二代”元年

2010年是耿店村“棚二代”回村的“元年”，
一拨拨之前在外打工的人选择回到村里。

耿付建是耿店村最早一批返乡的“棚二
代”，2010年春节回家，他发现在外打工的收入，
跟在村里种大棚相比，顶多算个零头。春节过
后，耿付建决定回家乡发展。

耿付建回村后，一下子投资几十万搞
了5个大棚。村两委也帮着他做好修路、架
电、排水等工作，连大棚用地也是村里帮忙
整合的。2020年，经过多年积累，经营11个
大棚的他，年收入达到了40多万元。

2018年春节，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曹有忠
也发现，家乡发展早已脱胎换骨。过完年，曹有
忠看着越发年迈的父母，回想起从小玩到大的
同伴回乡种大棚的事，他心动了。现在，曹有忠
在村里经营着葡萄大棚，也是小有成就。

回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期盖的楼都分
完了，怎么办？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下，耿店村
选择拆老宅子，继续向北盖新楼。

拆老宅子，在农村谈何容易。这次，耿遵珠
也是“拼了”，决定先拆跟自己一个家族的20多
户，他自己的老宅子也在里面。

2011年秋天，在耿遵珠的带领下，耿店村
拆了30多户，在腾出的土地上盖了3栋住宅楼，
可安排100户。2014年底，楼盖好了，该分房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这次选房，65岁以上享受一二层。不过，顶

层五楼成了最“孬”的楼层，即使价格从每平方
米930元优惠到730元，村民们还是不愿意来抓
号，尤其是年龄偏大一点的。

对于村民的顾虑，耿遵珠也理解。“既然大
家都不愿意要顶楼，那我就带头认一套五楼的
房子。”很快，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年轻人
一起，把五楼“包圆了”。从大家不要到干部带
头把五楼认完，这个过程着实感动了村民。

既然认下了五楼，那就得去住，耿遵珠又
一次搬了家，从四号楼的一楼搬到了六号
楼的五楼。原来的楼房怎么办呢？其实，在
那套所谓位置“孬”的房子里，耿遵珠家完
成一件大事——— 儿子娶媳妇。至于之前所
说的“环境差”，耿遵珠说，那都是“别人以
为”，“我在里面住得挺好的。等我往外让的
时候，好几家争着要，最后，我让给了一家有90
岁老太太的家庭。”耿遵珠说。

拆迁之前先盖敬老院

8月28日，耿店村里响起了鞭炮声，来
村里赶集的人们在一片新规划的“棚二代”
住宅楼工地前驻足，满是期待的眼神。

今年上半年，新建造的两栋带电梯楼
房完工。9月的耿店村，伴着鲁西平原秋天
的凉爽，不少村民已经开始往里搬。

“我们的富裕，是靠解决了村庄发展的
内生动力，是真正靠农业富裕起来的，不是
靠补贴。”说这话时，耿遵珠底气十足。

村民选房最怕什么？怕过程不公平，怕
抓到“孬”房。而耿遵珠的“两次搬家”，主动
吃亏，在耿店村树立了干部担当的典范。

耿遵珠说，让村民高高兴兴上楼，关键
在于村干部要内心坦荡荡，要清正廉洁，要
能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这些年耿店村的冬
季供暖，做得比城市里还要好。

在耿店村，绝大多数村民搬进楼房，但村
里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鳏寡孤独群体，也没有

被落下。在村庄改造过程中，要有一家高标准
的村级敬老院或周转房，成为耿店村的成功经
验。住在耿店村幸福院的郑玉环老人，今年74
岁，2014年由于身体原因，从老宅子搬出后便
住进了免费的幸福院，一家一户的院子，让她
很满意，而且拆老房子时，村里还补偿了四万
多元。虽然她没住上楼，但她的两个儿子、两个
孙子，在村里各有一套楼。

“小孙子今年考上了大学，村里想得很周
到，还给发了一个旅行箱。”郑玉环说。

“虽说新楼房可以用老宅子置换，但毕竟
是要拿一部分钱的，有些户真拿不出来，还有
各种原因上不了楼的。这些困难户的问题解决
不了，干哪一项工作，也不能完美收官。所以拆
迁之前，先盖敬老院，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耿遵珠说，宅基地换养老房，再加上兜底措施，
这才能让全体村民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红利。

村两委为了诚信拼了

在耿遵珠心中，村干部的诚信，就是发展
的信心。这些年，无论是建蔬菜市场、种苗厂，
还是搞合作社，讲诚信已成为耿店村两委班子
给人的“第一印象”。

“为解决改茬后出现的卖菜难，村里建了
蔬菜批发市场；为降低市场风险，村里成立了
合作社，抱团发展；随着规模扩大，出现了育苗
难，村里牵头建起了育苗基地。这些都是股份
制搞起来的，真正让老百姓相信我们这个班子
是干事创业的，知道我们是讲诚信的。做人讲
诚信，做事讲双赢。”耿遵珠说。

2013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一连下了好
几场雪，耿店种苗厂的50多万株订单苗全冻毁
了。这批苗是为来年开春准备的，如果不能及
时育好苗，全村大棚将遭受巨大损失。

那段时间，耿遵珠和其他村两委班子成员
真是愁坏了。耿遵珠决定，哪怕赔钱四处买苗，
也不能让村民蒙受损失。一般来说，种苗厂接
到10万株订单的话，会培育11万株，以防万一。
于是，耿遵珠带领村干部跑到寿光、青州以及
河北等地的苗厂，全力收购人家多出来的种
苗。“我们的一呼百应是怎么来的？就是讲诚信
获得的。大棚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直接关系
到村民收入，既然接了村民的订单，我们就要
想方设法完成，不能失信于民。”耿遵珠说。

8月26日，耿店新村党委举行成立以来的
第二次全体大会，主要议题是“三资”(资产、资
源、资金)清理专项行动。

“我感觉‘三资’清理专项行动，是换届以
来打基础的活儿，耿店村集体经济体量大，但
由于之前做得好，在这项工作中反而工作量
小。”耿遵珠说，想要治理有效，农村干部必须
担当作为，把以前的不正之风纠正过来，该是
集体的，必须是集体的。

可以说，厚实的集体经济是耿店村的发展
命脉。目前该村集体资产达1000多万元，年收
益在50万元以上。

在耿店大棚发展路上，耿遵珠做了一件
“化囧为喜”的事。2017年，村里利用腾出来的土
地，用扶贫资金建了15座大棚，计划以每个大
棚1.3万元的费用承包给村民，但是村委会的
大喇叭响了几天，一个来找的都没有。

不少村民说，这是老宅子拆迁后的地，
碱性大，种的东西长不好，里面砖头瓦块也
不平整。资金引进来了，但没承包出去，大
棚闲着就是浪费。“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
就比困难多。”耿遵珠心想。

于是，耿遵珠想了一个法子。他先找了一
位村民承包了3个棚。剩下的12个棚，他想了

“合伙承包”的招儿，找了一位合作伙伴跟他一
起承包下来，每人6个棚，当年种辣椒。

由于大棚管理得好，当年辣椒价格又
非常好，每斤7元，一年下来，6个棚的纯收
入达到了30万元。

“承包大棚的做法，也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通过这件事，就是想告诉村民要靠大脑挣钱，
当农场主，这样才能挣到大钱。”耿遵珠说。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产业兴旺、人才
聚集的耿店走在了前列。被誉为“鲁西小寿
光”的耿店村，其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条
件，就是通过激活内生动力，有了比较厚实
的集体经济。对于新农村建设，村民主动上
楼、乡村治理有效的耿店，同样是一个非常
好的观察样本。

20年来，耿店村的发展堪称“平原上的
奇迹”，也形成了一套可学习、能推广的“耿
店模式”。特别是耿店村对土地效益的重视
和开发，抓住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牛鼻子”。

在耿店，产业富民、村民上楼、乡村治
理等方面环环相扣，相互促进，成了老农
民、新农人的自觉选择。当前农村普遍存在
的空心村问题，在耿店村已经不存在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一个
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需要“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耿店的农业也一
直进行着“新旧动能转换”，耿店的腾飞说
明，只有把高科技的东西，利用到农业上
来，我们的农业才能腾飞发展。

山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在一份调
研报告中提到，大量先进村的事实说明，农
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就看

“领头羊”。所以，推进老区脱贫致富、乡村
振兴最关键的是选准、配强村党支部书记，
耿店村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耿店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也告诉
我们，实现城镇化，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具有
多种路径，但就多数农村而言，实行就近就
地城镇化更为可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

2021年2月，一份山东省高级职称
证书被送到耿遵珠手中。经聊城市职
业农民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耿遵珠
被评为“农民正高级农艺师”，系列(专
业)名称为“职业农民”。

这份证书对耿店村来说，意义非凡，因
为之前村里还没有人获得过。“在耿店，职
业农民就从我这儿开始啦，以后，耿店还要
出更多的职业农民。”耿遵珠笑着说。

“现在户均4个棚，最多的一户21个棚。
村两委把配套服务搞好了，‘棚二代’才能
回来得放心，干得舒心。2020年以前，吸引在
外打工人员回来，2020年以后，要吸引高学
历年轻人回来，农村要向信息化发展，农业
要向规模化发展，农民要向职业化发展，以
后没文化，当农民都不合格，职业化农民搞
现代农业，农业才有出路。”职业化农民，在
耿遵珠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对于自己的工资，耿遵珠从不避讳。作
为茌平区优秀村支书，耿遵珠享受副科级
待遇，现在每月工资4000多元。

“一个村庄要想发展好，就要有长远规
划，选准一个好产业，要有一批年轻人
在家里干，有一个强班子、一个好家园
留住人，以前都是带旱厕的平房，你让
年轻人回来住，那是不现实的，冬天又
不暖和。”耿遵珠说。

“党员干部走在前，各项工作都不难。
这些年来，我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带领全
体村民都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耿
店村家业、事业的‘两业驱动’的成功经验
辐射带动周边村庄，让大家一起享受到产
业兴旺、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走在耿店
的主街上，耿遵珠信心满满。

“鲁西小寿光”经验之道：

有限土地发挥最大效益

葛记者手记

耿店村有了
正高级职业农民

葛新闻链接

耿遵珠（右）和村民一起研究大棚种苗。

耿耿遵遵珠珠（（左左））和和村村民民交交流流种种大大棚棚心心得得。。 耿耿遵遵珠珠对对大大棚棚作作物物很很上上心心，，坚坚持持科科学学种种植植。。 耿耿店店村村为为村村民民建建住住宅宅楼楼。。 村村民民上上楼楼，，腾腾出出来来的的土土地地搞搞大大棚棚种种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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