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4日，阳光明媚，柳芽初露，上午9点
多，记者来到了漯河与许昌交界处附近的这个村
子——临颍县石桥乡桥南村。刚从 107 国道下
来，平坦宽阔的水泥路笔直通向村里，路两边的
绿化树整齐排列，三五成群的老人和孩子在路
边休闲玩耍，村主干道两旁的商户正忙着招呼
顾客……一番宜居宜业的景象展现在记者眼前。

回收荒坑荒地成集体资产

提起桥南村，临颍人都知道这个村子的历史
渊源。因宋朝时，村子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当时
的人在桥南村和桥北村的一条大沟上修建起一座
大石桥，以方便过往群众出行。“我小时候经常
在这个大沟里玩水，那时候水清凌凌的，一到夏
天很多人都来这里玩。”桥南村村会计潘自民站
在这条大沟前，向记者介绍。

记者看到，这条大沟深近 10 米、宽 30 米，
在大沟的底部，还能看到一些枯萎的水草。近年
来，村内的荒坑荒地成了桥南村“两委”班子最
为头疼的事情。“有的村民看到这些荒坑长时间
没有人管，为了占地就在坑里种上杨树。”潘自
民说，2015 年 9 月，第一书记牛海堂来到村里
后，村“两委”班子立即向牛海堂反映了这个情
况。

“在农村涉及土地的问题都很棘手，”牛海堂
听取汇报后，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前期我先
在村里排查了一遍，桥南村的荒坑荒地有100多
亩。”牛海堂告诉记者。在该村另外一个50多亩

的荒坑前，牛海堂告诉记者，这是原来修建高速
公路时开挖的土地，土方都被用来修高速公路
了，现在这50多亩的荒坑一直被废弃着。记者
看到，这个大荒坑里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有的地
块还被部分农户私自种上了农作物。

在全面掌握村里的情况以后，牛海堂开始和
村“两委”班子协商，决定制订出一套荒坑荒地
治理方案，并由村民代表大会等通过。“持反对
意见的都是极个别涉及自己利益的农户，在全体
村民代表大会上，大部分人都拥护村里的这个决
定。”潘自民说。

村委大院前，几个村民正在打乒乓球。“我
们现在站的地方以前是一个大坑，”一名村民停
下来告诉记者，现在这个大广场有 1800 多平方
米，已经成为全体村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东边还要建一个文化场馆。”村里的一名干
部告诉记者。回收这些荒坑荒地后，如何把这些
集体资产盘活，牛海堂心中早有了答案。“我们
已经和一个林业公司谈好了，准备在这些荒坑荒
地里种上山桐子，结出果实可以卖钱。”牛海堂
告诉记者，山桐子是一种很好的油料，价格也不
低，将来这近200 亩的荒地里全部种上山桐子，
既美化了村庄，又可以给集体经济带来收入。

“真没想到这些几十年的荒坑荒地能挣钱。”
刚刚在乡里办完事回来的村主任张现中告诉记
者，原来桥南村修建这个两层的村委大楼，留下
了24万元的外债。对此，村“两委”班子成员
个个都是一筹莫展。看到牛书记的这个举措，大

家的心里亮堂了起来。

惠民路修到百姓心坎上

记者随后和牛海堂等人来到村东边，远远就
能看到一些白色的地膜在田地里成片分布。“这
些都是经济作物，有的是辣椒苗，有的是土
豆。”张现中告诉记者，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东
边，桥南村共有 1300 多亩地分布在这个高低不
平的地段。

记者看到在这些地里，一条宽5米左右的水
泥路把地块分割开来。村民任爱国正在忙着把沤
好的农家肥卸到地里。“南边这些种的是辣椒
苗，这些猪粪是从外面买来的。”任爱国通过土
地流转村里30多亩地，用来种植辣椒苗。“以前
根本没法进地，一下雨这里就是一片沼泽，大小
不一的水坑一个连一个。”任爱国告诉记者，一
遇上雨天，他的辣椒苗没少受损失。

桥北村的一名村民在桥南村承包了二十多亩
地种番茄。因为道路不好，去年他的番茄全部烂
在了地里，一下子损失了好几万元。2016 年年
底，在牛海堂的协调下，一条两公里的水泥路正
式竣工，彻底消除了村民的“心头病”。“几十年
的种地难题，两个月就给解决了，多亏了俺的好
书记！”正在地里观察土豆长势的一名村民告诉
记者，他准备再承包 100 亩地用来种植蔬菜。

“路修好了，就不愁销路了！”“这些蔬菜今年拉
到许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任爱国等人对未来
充满了希望。

井电配套也是桥南村的一个头疼事儿。“没
有一台像样的变压器，浇个地都是自己用拖拉机
直接在水井里抽水。”张现中说，得知牛书记为
村里专门协调了3台大功率变压器后，大家的干
劲更足了。“将来这里安装上一台，东边、南边
各有一台。”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潘自民告诉记
者，再有一个多月，村民浇地就更方便了。

村容美 村民乐

不到两年的时间，在牛海堂的多方协调下，
桥南村这个和宋朝渊源极深的历史老村一下子焕
发了活力：环境更美了，道路更宽了，垃圾也被
统一集中到垃圾池里……在牛书记 2016 年的工
作汇报里，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字：填埋垃圾
3000平方米，平整场地近万平方米，修建垃圾池
8个，在村主干道种植绿化景观植物1900多株，
粉刷墙面近万平方米。

“村容村貌代表着村民的脸面。”牛海堂这样
认为。牛海堂才到这个村子时，酷暑刚过，整个
村子的脏、乱、差一下子让他这个从省机关办公
室出来的人惊呆了：西瓜皮随地乱扔，白色的垃
圾袋遍地都是，村民家门前的生活垃圾气味难
闻，荒坑里也是一片狼藉……“每天生活在这样
的环境里，怎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好心情？”牛
海堂当即向村“两委”班子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一年之内要让这个历史名村彻底告别脏、乱、
差，让全村 1900 多名村民畅快地呼吸，愉快地
生活。

说干就干，在牛书记的极力协调下，从省侨
联划拨下来的十多万元资金到位了，在城建部
门协调的垃圾桶进村了，经县绿化部门批复的
绿化树种上了……各项工作逐件落实，村民们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在跟随牛海堂走访村
子的路上，遇到的村民无一不主动上前和牛书
记打招呼。“牛书记办的实事我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有时候就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想
办法给俺解决。”村民张中停患过小儿麻痹症，
身有残疾的他靠在农村庚会上修鞋维持一家 5
口人的生计。“我也是残疾人。”张中停的爱人
张改丽说，听说牛书记给他们家协调了一台
3000多元的电动三轮车，高兴得合不拢嘴。“赶
会、干农活都能用，牛书记给俺家办了一件大
好事！”坐在崭新的电动三轮车上，张改丽兴奋
地告诉记者。

在桥南村贫困户中，于德发也领取到了一辆
电动三轮车。“今年已经61岁了，妻子也是残疾
人，两个儿子精神上有点问题。”于德发告诉记
者，在牛书记的帮扶下，他们已经享受到低保，
大儿子也将在牛书记的推荐下去外面务工。

抓好基层党建 服务农村发展

“在农村闲了干啥，还不是那老‘三样’，吃
饭、睡觉、看电视。”有的村民还说，除了这

“老三样”外，又增加了一样：打麻将。
对于这些，牛海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要抓思想，还得从党员干部抓起，”牛海堂渐渐
有了思路。驻村以后，他先把全村46名党员召
集起来，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党员
队伍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教育，落实“三
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还专门邀请有关单位的党课专家来到村里讲
党课，学党章。

“去年专门组织我们去窝城镇窦庄村、大郭
镇胡桥村等学习经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党员
的凝聚力也更强了，大家的精神头也比以前更足
了，”张现中说，全村在外务工的党员有18名，
每到开党员会时，在郑州、许昌、周口务工的党
员也主动回来，听取大家对村里建设的意见，并
主动献计献策。“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党员王保
民。”张现中说，去年王保民在北京当保安，听
牛书记说村里党员要手抄党章时，他在闲暇之
余，一笔一画地把党章全部抄完。春节回来时，
牛海堂看到王保民工整的字迹，十分感动，让村

“两委”班子在大会上通报表彰，并在笔记本上
盖上了村委公章。

人心齐，泰山移。在党员干部的思想得到有
效统一后，桥南村干群凝聚力变得更强了，现在
一说村里的建设，大家纷纷主动献策。“相信在
牛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村会得到更长远的发
展！”村主任张现中对桥南村的未来充满期待。

驻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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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颍 县 石 桥 乡 桥
南 村 ， 位 于 临 颍 县
北 部 ， 是 石 桥 乡 政
府 所 在 地 。 北 邻 许
昌 县 ， 西 邻 107 国
道 ， 交 通 便 利 ， 区
位 优 势 突 出 。 桥 南
村 辖 11 个 村 民 组 ，
486 户 1860 人 。 由 于
桥 南 村 基 础 设 施 薄
弱、青壮年外出务工
形 成 的 “ 空 心 村 ”，
无集体经济收入，贫
困群众数量较多，属
省定贫困村。

桥 南 村 现 有 耕 地
1740 亩，截至目前土
地 流 转 80% ， 达 1300
亩，成立种植专业合
作社两个，主要种植
小 麦 、 玉 米 、 大 豆 、
烟叶、辣椒和瓜果蔬
菜。桥南村曾是历史
商 业 繁 华 重 镇 之 地 ，
村内古寨河环绕，有
一 定 商 业 和 文 化 底
蕴 ， 村 内 现 存 一 处
文 化 遗 址 —— 兴 国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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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种植的作物因田间道
路泥泞运不出造成经济损失，
他想办法筹集资金把平坦的水
泥路修到了村民的房前屋后；
为了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
难，他跑部门，协调帮贫困户
维修房屋，联系帮扶，切切实
实为贫困户办实事；为了给村
民增加收入，他主张把废弃的
坑塘整治出来加以利用，为把
坑里种植的杨树清理掉，他和
村干部们深入每家每户做思想
工作；为了让村民的精神生
活更加丰富，他和村干部反
复开会讨论如何办好文体活
动……牛海堂通过平时所做
的点点滴滴的工作，和村民之
间的沟通相处，真正走入了百
姓心中。

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牛
海堂把村子当成了家。虽然自
己家在郑州，但是牛海堂没
有时间回去，也顾不上上学
的孩子，家中的一切事务都
靠爱人打理。他的努力和付
出 得 到 了 村 民 的 肯 定 和 信
赖，村民有什么事情都愿意
跟他反映，有什么问题都向
他请教。“担任第一书记也是
我的人生中一次很难得的经
历，不能蜻蜓点水似的不深
入下去。两三年时间很快就
过去了，我要在有限的时间
里，尽可能多地为群众做些
实事。”牛书记是这样说的，
同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相
信，在他的带领下，桥南村
必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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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海堂，籍贯湖北兴山，汉
族，中共党员，河南省委党校研究
生。1991年入伍，在部队历任班
长、排长、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
员，三次荣立三等功。2007年转业
到河南省侨联工作，现任省侨联办
公室副主任，省派驻漯河市临颍县
石桥乡桥南村第一书记。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晓甫 王培 提供

扑下身子 挑起担子

采访札记

村情简介

2015 年 9 月，组织上安排
我到临颍县石桥乡桥南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自此，我有幸
成为桥南村的一员，与全村群
众一道踏上脱贫奔小康的征程。

我 到 了 村 中 没 有 别 的 想
法，就想为村民办点实事。第
一件事便是走访村户，了解民
情。我发现桥南村是一个基础
设施薄弱、青壮年外出务工形
成的“空心村”，无集体经济收
入，贫困群众数量较多，当今
多数农村的共性特征在这里一
一呈现。

刚来这里，我发现工作千
头万绪、纷繁复杂，摆在面前
的事情很多，大家都在看着
你，期待着你能给村里带来新
面貌。我认为农村工作要突出
重点，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开
展。说干就干，我首先抓党组
织建设，带出一支好队伍，才
能打造脱贫发展的坚强堡垒。
一开始，我们组织党员开会，
有不来的，有开了一半站起来
就走的，但是我们坚持以基层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抓
手，抓学习、严制度、立规
矩，支部班子带头，规范党组
织生活，突出在外党员管理，
建立定期联系汇报制度，开展
主题党日学习教育、重温入党
誓词、手抄党章、按时缴纳党
费、组织党员到先进单位学
习，党员的带头作用明显提
升，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在 对 村 里 贫 困 户 的 帮 扶
中，我深入走访，入户了解他
们的实际困难。面对因病因残

等致贫“拦路虎”，我积极协调
帮扶单位及社会力量，为贫困
户改造住房、资助治疗费用、
购买电动三轮车、缝纫机等，
帮扶资金二十多万元。

扶贫更要扶精神，我们组
织文体活动比赛、节日文艺会
演、广场舞、戏曲演唱，医疗
专家进村义诊，捐赠图书等，
群众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积极
向上、文明健康的良好风气蔚
然形成。

桥南村属省定贫困村，要
想彻底摆脱贫困帽子，必须结
合村情实际，走出持续发展的
新路子。我发现桥南村交通便
利，村内家庭作坊加工众多，
村内大石桥、兴国寺人文底蕴
厚重，前景广阔。经过充分论
证，我把整治村内荒坑荒地作
为突破口和新起点，通过大量
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赢得了
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整
治出荒坑荒地近百亩，收归村
集体所有。

当前，村里正与相关公司
合作，种植附加值高的经济林
木，为全村群众种下摇钱树、
幸福树。新的一年，规划中的
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绿化亮
化工程、集体经济项目、坑塘
治理、下水道改造、标准化卫
生室建设等一批基础设施和产
业发展项目将陆续实施……

至今历时 500 多个日日夜
夜，我已深深地融入这个大家
庭。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桥南村的美好蓝图一定
能早日实现。

桥南村群众文化活动广场桥南村群众文化活动广场。。

倾心帮扶贫困村

村里贫困户领到电动三轮车村里贫困户领到电动三轮车。。 村民就业不出村村民就业不出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