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陈村位于源汇区
大刘镇北 4 公里，唐、
澧两河在村西北交汇而
过。前陈村有4个村民
组，430 户人家，1300
多名村民，耕地 1700
亩。

前陈村原属于抬头
行政村，1996年抬头村
一分为三，分别成为抬
头、前陈、赵庄3个行
政村。

前陈村历史悠久。
东汉时期，刘秀曾驻扎
在村南的“重兴寺”，
即现在的前陈小学。解
放战争时期，前陈村群
众积极支援在本地驻扎
的解放军，帮助开挖修
筑了村南的反坦克防御
沟，为新中国的成立做
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

前陈村目前共有 2
条南北大街，4 条东西
大街，总长 2.3 公里，
已于 2016 年底前进行
了硬化，新开通的东西
大街将于本月底前建
成。前陈村经济来源主
要以农业种植为主，农
闲时青壮年外出务工，
年 人 均 收 入 近 4000
元，是一个传统的农业
种植村，现有种植大户
4 户，养殖大户 5 户。
2016年以来，前陈村积
极采用现代农业生物技
术，试验示范秸秆生物
反应技术，利用植物专
用疫苗替代化肥农药，
生产安全食材。

3月3日上午，在源汇区大刘镇前陈村，正
在修筑中的“第一大街”上，一台挖掘机在轰鸣
中正忙着挖土、垫平，为后续作业做准备。许多
村民欣喜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为村里即将拥有一
条宽阔的东西主街道感到高兴。

看着门口种的上海青、生菜和芫荽即将被铲
掉，村民陈群山却乐呵呵的，一点也不心疼。他
笑着告诉记者：“毁一点菜算啥，为了修路我无
条件支持！等路修好了，我还要把小胡同中的大
门改成面朝大路，那才叫方便呢！”

驻村第一书记左新晓和几位村民正在商议着
路基垫多高，深坑的护坡如何建。听记者是来采
访第一书记的，70岁的村民调员陈春龙拉着记者
的手说：“俺村没有支部书记，我们老少爷们都
强烈要求左书记在俺村再当三年书记！”

其他围拢过来的村民也异口同声地要求让左
书记多在村里再驻几年，他们纷纷向记者讲起左
新晓驻村后，为村里带来的巨大变化。记者也就
权当做一个“书记员”，把村民说的几大变化记
录下来。

变化一：安上路灯，迎来光明

“左书记来到俺村后，单位出资6.7万元，在

全村每条街道都安上了路灯。这是左书记来到村
里后办的第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62岁的村支
部委员陈庚臣告诉记者，安上路灯后，彻底告别
了大刘镇21个行政村中，唯有前陈村没装路灯
的历史。

村民们告诉记者，在2014年12月16日下午
6时许，全村街道的路灯都亮了起来。聚集在路
灯下，群众无不拍手叫好，高兴地有说有笑。陈
庚臣笑着说，村民们怎么能不激动，因为多少年
来大家都是在漆黑的夜晚走路，尤其是夏秋两季
的收获季节，由于村里路不直，有的电线杆占
道，拉粮食车经常撞到电线杆，车翻袋子烂、粮
食撒落一地，村民尝到了在夜晚作业的苦头，因
此，路灯对村民来说就是幸福的希望所在。

变化二：大小街道，全都硬化

村里的道路一直是令村民头疼的事情，因为
很早以前硬化的主街道路已破烂不堪，大坑连小
坑，小胡同因为没有硬化，大雨后更是泥泞难
行。

看着乡亲们期望的眼神，左新晓在单位主要
领导的协调下，积极运作，协调相关部门投资70
万元，决定把全村的主干道和人口密集的巷子都

硬化一遍。村委委员陈向科说，当大家得知这个
好消息后，都十分高兴，为了支持村里修路，家
家户户挪的挪、搬得搬、拆的拆、刨的刨，没有
人拖修路的后腿。经过半个月的奋战，全村共硬
化道路 2300 米，并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全部竣
工。宽敞的三条东西主干道，直通抬头村南北大
街；一条南北主干道穿越村庄，15个小巷全部硬
化，基本实现了户户通，家家出入没泥路，乡亲
们家家户户笑开颜。

为了给村里建设一个宽敞的街道和文化广
场，左新晓又协调资金近30万元。经过几个多
月的奔波劳累，前前后后苦战32个昼夜，投入
土方13000立方米，把一个6米深的大坑回填了
一半，不但能打通建成长 320 米、宽 4.5 米的东
西“第一大街”，建成宽15米、长27米的村民活
动场地，而且路两侧还各有1米宽的绿化带。文
中开头看到的一幕，就是这次建设的硬化绿化工
作的开始。

目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前陈村的村容村
貌和环境卫生整治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村里处
处干净整洁，乱堆乱放现象大有改观。左新晓还
协调资金1.3万元为村里建成了第一座公厕，建
成了村民健身活动场地，配置了 16 套运动器
材，实现了老中青少都能健身，丰富了村民业余
生活，有利于增强村民体质健康。

将来，左新晓还准备利用村里池塘多的特
点，开发利用这些池塘，种上莲藕和芦苇，养上
鱼，不但可以美化装点村景，还能实现增收，可
谓一举多得。

变化三：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左新晓驻村两年多来，让村民有目共睹的不
仅仅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还有村里的贫困户如今
已是村里的挣钱能手了。

“太感谢陈师傅了，我腰疼的老毛病被你按
好了！”3月3日下午，在市区五一路南段盛世嘉
园小区的商业街，正在一家按摩店里接受一位男
盲人按摩师服务的吴先生感激地说。

这位盲人按摩师就是前陈村的村民陈群社。
53岁的陈群社自幼双目失明，一直是村里吃着低
保的贫困的单身汉。为了让陈群社有活干、有钱
挣。左新晓和源汇区食品安全监督大队驻村工作
队队长王新华、大刘镇包村干部王松涛一起想办
法，商量为陈群社找到脱贫的出路。最后，三人
决定送陈群社到市区学习按摩技术。

经过半年的学习、实践，去年 10 月开始上
岗。陈群社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
工作中认真、负责，处处为顾客着想，加上他善

于学习和苦练基本功，按摩技术突飞猛进，并很
快为社区居民熟悉和接受，许多人到店按摩都点
名让陈师傅服务。

当天，记者见到陈群社时，根本看不到一个
农民出身的模样，衣着得体、戴着墨镜的他，很
有风度和派头。采访中，陈群社悄悄地向我们透
露，已经有人牵线给他介绍女朋友，等把婚事敲
定了，他准备自己开店当老板挣大钱。

陈群社感激地说：“我哪想着会有现在这么
好的日子，这些福气都是左书记他们带给我的
啊！”

前陈村另外一家贫困户是村民陈小甫，经过
近两年的帮扶和“造血”，陈小甫夫妻两人现在
在一家农业园当技术员，每月每人 1200 多元，
也实现了脱贫致富。

变化四：种有机田，增产增收

3月3日上午，在前陈村村民陈书良家的麦
田里，陈书良指着稍微泛黄的麦子说：“如果不
是左书记和王队长帮助我，恐怕这5亩麦子早就
死光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陈书良家这片麦子的麦叶
突然变黄枯萎。情急之下，他找到左新晓和王新
华给自己想办法。经过查看，大家认为麦子可能
生病了。王新华告诉陈书良不用着急，试试用一
种高效植物疫苗看能不能挽救。喷施几天后，大
家惊奇地发现，麦子有了转机。

当天，在陈书良家的麦田里，大家经过对比
发现，喷施过植物疫苗的麦子的根系更加发达粗
壮，分蘖更多。

“我们已决定在全村推广这种新技术，把前陈
村打造成源汇区大健康食材生产示范园，让农民
增产增收。”左新晓告诉记者，王新华目前引进的
高效植物疫苗抗虫防病，增产高效，不用打农药。

左新晓向记者介绍，实践证明，高效植物疫
苗在蔬菜瓜果等农作物上运用后成效明显，特别
是在芝麻、大豆、花生、小麦、红薯等大田作物
应用后，可以完全不再施用化肥、农药；在同样
条件下，与施用化肥、农药种植对比，小麦增产
50%，芝麻、大豆、花生、红薯增产100%，是实
现国家提出的化肥、农药零增长目标的重要途
径。特别是该项技术可以高效转化秸秆、树叶、
杂草、餐厨垃圾等有机废物，不用化肥、农药，
对当前的环保攻坚工作具有现实作用和长远意
义。

下一步，左新晓和王新华已规划好以前陈村
为中心，建设1000 亩的示范田，争取列入九三学
社中央的扶贫开发项目。引进秸秆生物反应堆技
术和植物疫苗技术，引进金花葵等功能型高端油
料作物新品种，建设源汇区大健康食材基地千亩
疫苗芝麻、大豆、金花葵油料作物示范方。以此为
契机，调整前陈村农作物种植结构，打造漯河有机
食材示范区，让村民的粮仓更加充盈。

变化五：精神文明，温润人心

面对前陈村焕然一新的大变化，村民们喜上
眉梢，也让陈春龙感慨万千，他即兴吟了一段顺
口溜：前陈是我家，人人呵护他；环境要整洁，
村民维护他。人生一世孝为先，积德行善是典
范。

如今，村里正通过宣传文明礼仪和传统孝善
文化，培育良好的村风民风。近期计划马上评选
一批模范丈夫、好儿媳、好公婆和五好家庭等，
引领村民向善向上，传递正能量。

在农闲时节，左新晓还协调医院专家到村里
进行义诊，提醒村民注意健康体检，治小病防大
病，做好家庭卫生防病。驻村的三个春节和“三
夏”“三秋”期间，市编办每年都由领导带队，
带着捐款和物资，带着真情和温暖慰问五保户、
困难户，为他们送上米、面，油等慰问品。

左新晓告诉记者，今后，他还将挖掘村里的
历史文化，用文化引领人们，用文化宣传小村。
据了解，村里原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重兴寺，有
气派的前大殿、后大殿，两厢是中殿，院内外松
柏茂密，进院阴森庄严，和尚的撞钟声威严，辐
射近3公里。相传王莽撵刘秀到这里时，因为慌
于逃生，刘秀的马夫把喂牲口的大石槽丢下，至
今保存完好。

驻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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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陈村采访，不用第一
书记介绍，村民们都争先恐后
地给记者述说村里的各种新变
化、新气象，而且能罗列出几大
变化，这让记者在吃惊的同时，
也感觉胸有成竹了，决定就以
村民所说的内容写稿。后来，
记者又走遍小村大街小巷，田
间地头、村民家中，仔细核实相

关内容，村民所言果然不虚。
听着村民们议论要为他们尊敬
的第一书记刻碑立传，让村民
永远记住他为村里所做的一
切，记者就忍不住想起一句话：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
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在干部
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
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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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新晓，汉族，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1996年参加工作，先后在
漯河人民广播电台、漯河市政协、
漯河市编办工作。2012年8月任市
编办综合科科长至今。2014年9月
被派驻到源汇区大刘镇前陈村任第
一书记。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齐放 提供

百姓心中有杆秤

采访札记

村情简介
2014 年 9 月，按照组织安

排，我到源汇区大刘镇前陈村
担任第一书记。驻村任职两年
多时间，前陈村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路灯亮了，
道路通了，臭水坑填平了，文
化广场建成了，贫困户脱贫
了，群众致富有项目了，党群
干群关系融洽了……前陈村一
举摘掉了落后的帽子。漫步在
村里宽敞的道路上，看着老人
们悠闲地晒太阳，孩子们在平
坦的文化广场上溜旱冰……我
思绪万千，幸福感油然而生。

前陈村的情况比较特殊，
这一届村“两委”班子因为支
部书记个人原因辞职了，我成
了标准的“第一书记”，时刻感
到责任重大、任务重大，心里
惴惴不安，是单位强大的后盾
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工作动
力。市编办结对帮扶前陈村以
来，胡新保主任多次带领单位
的党员干部，深入村里搞调
研、摸情况，领导班子经常召
开会议共谋结对共建村发展思
路，胡新保主任协调项目、协
调资金，李超、马红杰副主
任，潘晓慧副局长也不定期到
村里帮扶指导、入村慰问，单
位干部职工对我的工作也都给
予了很大帮助。农村工作千头
万绪，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在
回填废弃坑塘的过程中，由于
工程量大，施工环境恶劣，群
众阻工现象严重，路不让走，
树不让出，菜不让铲……面对
这些难题，我也曾委屈过、退
缩过，但每每想到组织的信
任、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同志们
的厚爱，我就又能够鼓足勇
气、继续上路。

前陈村是软弱涣散村，由
于历史积怨较多，群众对村干
部不信任，党群干群关系紧
张。面对这些问题，也有人善
意地告诉我：左书记，咱村的
老百姓是非多，你尽量不要和
他们有过多接触，避免最后收

不了场。带着这种疑虑，我尝
试着与群众接触，田间地头，
村头巷尾，哪里有人群的地
方，哪里就留下了我的足迹。
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我
的疑虑逐渐打消了，原来是因
为低保、修路等问题，群众有
意见，对村干部抵触情绪大。
但通过和他们拉家常，我感觉
绝大多数群众都是通情达理
的，之所以出现工作推进过程
中的阻挠问题，还是因为村里
工作不公开、不透明、不公
正。在处理这些工作中，我勇
于同群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按照“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决策权，促使党务政务工作顺
利推进。

真正把实事办在群众的心
坎上。在走访调查过程中，群
众最为期盼的问题是路灯和修
路问题。给单位领导汇报后，
专门召开驻村共建会议，研究
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由单位
出资购买安装路灯的材料，协
调市路灯管理处进行安装。二
是由胡新保主任出面，协调有
关单位对废坑塘进行回填，打
通一条宽敞的道路，并对村里
的修路计划进行立项，协调配
套资金，争取市财政基础建设
项目资金。路灯亮了，群众的
心也亮了；废坑塘回填了，群
众的怨气也消了；道路修了，
群众出行更加方便了。

以自己的诚心换取群众的
真心。驻村以来，村里发生了
巨大变化，群众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群众见了我就会
说：“老左，别走了，在俺村里
再驻三年吧！”我听后心里甜滋
滋的。在扶贫攻坚的紧张日子
里，每天还没起床就有人喊我

“吃饭啦”。有时间因工作任务
艰巨，顾不上吃饭，群众就送
来了菜馍，端来了稀饭……有
了群众这样的真心，我更加坚
定了多为他们干实事的决心！

33月月33日日，，前陈村前陈村““第一大街第一大街””正式开修正式开修。。

以诚心换真心

左新晓左新晓（（右一右一））和王新华和王新华（（左二左二））查看陈书良查看陈书良（（左一左一））家麦子恢复情况家麦子恢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