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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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乡城角杨村
位 于 舞 阳 县 城 西 北
处，紧挨省道 S220 和
省道 S330，地理位置
优越，交通便利。

城角杨村辖城角
杨村和周庄村两个自
然村。全村有267户人
家 ， 876 口 人 ， 耕 地
1100多亩。

由于距离舞阳县
城较近，村民多就近
去县城打工。目前村
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为
种植业和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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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眼中，大学教师
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岗位，也是一
个非常体面又滋润的职业——社
会地位高、工作稳定、自己可支
配时间多。来漯河前，我是河南
大学一名副教授，轻松、安逸的
工作，令我那颗不安分的心开始
躁动起来。

在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
义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后，2012年
6月，通过当地人才引进计划来
到漯河。最初的工作是市科技情
报研究所所长，主要工作是对企
业科技服务、搜集相关情报。

“有事情就忙，没事情了看
报纸、学习。”这几乎是行政工
作的共性，但我心里总感觉空落
落的，感觉一身的能量还未用
到，很不甘心。

2014年9月，根据组织的统
一安排，我被选派到舞阳县文峰
乡城角杨村任第一书记。

我是农村出身，知道农村的
现状，也知道老百姓的需求，所
以，带着一颗热忱的心，我来到
了城角杨村。

入村后，我感觉村子的发展
状况还是比想象中的更差一些，
不像一个城郊村的样子。与村民
沟通、交流后，了解到农民也想
发展，也想过上好日子，可就是
苦于没有路子。

实地走访，我发现村民有种
菜的传统，就想帮助村民通过种
植食用菌来增加经济收入。但村
民目光不长远，有的人认为我的
想法会给他们造成损失。这让我
有多少些失望、生气。但是，我

在心里努力说服自己，以平和的
心态，继续上门做村民的思想工
作。

目前，村子里已有几户村民
开始种植香菇，并且取得了不错
的效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少村民因此开始意识到了脱贫
的方式。

城角杨村村容村貌比较落
后，显得没有生机。我四处奔走
筹措资金，着手改变村民的居住
环境。修路、建文化广场和村卫
生室，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惠
民实事，令村民们欣喜不已，我
也因此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有些人会觉得，博士生驻村
有些大材小用，但我不这样认
为。尽管驻村工作多是些琐碎的
小事，但这些都是关系村民生活
幸福的大事，所以每一件事情我
都事必躬亲，努力争取。通过自
己的帮忙，替村民解决了难题，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也是我最开
心的事情。驻村工作的经历，必
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
富。

在驻村工作的同时，作为漯
河市“百名专家人才服务百家企
业”活动的一员，我来到菌类加
工企业进行定点帮扶，为企业设
计了一系列的发展思路，并利用
自己的同学网，为企业在生产技
术、管理、销售等方面找到了很
多资源。

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但
做一件对当地发展有用的事情，
发挥自己的所学，这也是机关工
作所不能给予的。

改善办学条件 香菇助力脱贫
“李博士，来俺家坐坐吧！”“李博士，又到

村里转呀。”……3月27日，记者随舞阳县文峰
乡城角杨村第一书记李玉杰行走在城角杨村时，
村民纷纷走出家门，热情地上前和李玉杰打招
呼、拉家常。因为拥有博士学位，村民们都亲切
地称李玉杰“李博士”。

作为驻村干部，李玉杰积极协调资金，改造
村小学，建文化广场，硬化道路，成立村卫生
室，优化了村居环境，他还引进食用菌种植技
术，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同时，作为我市“百名
专家人才服务百家企业”活动的一员，李玉杰积
极为企业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特别是引进
的“食用菌等产品的综合开发生产”项目，拉长
了香菇产业链，带动 300 多家贫困户踏上脱贫
路，使食用菌种植成为舞阳县特色产业之一。

优化环境 村容村貌换新颜

3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舞阳县文峰乡城角
杨村。初春的大地上，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
被一条条乡村小路分割。在随风起伏的麦浪中，
金黄的油菜花与粉嫩的桃花交相辉映。在这美景
之中，城角杨村被一片绿色包裹着，远远望去，
一户户白墙红顶的农家院映入眼帘。进入村子，
一条环村道路平坦而干净，墙体粉刷一新，道路
两边整齐地排列着绿化树，一派美丽新农村的形
象。

“盼了这么多年，俺出门终于不用再踩泥
了。”走在平整的水泥路上，村民周先生高兴地
说，“李博士来之前，俺村全是土路，一条水泥
路都没有。村民最怕遇上雨雪天气，雨天出门踩
泥就算了，下雪天路上积水一结冰，滑得没法
走。”

城角杨村由城角杨村和周庄村两个自然村组
成。以前村内道路坑洼不平，村室简陋，村“两
委”班子不健全。2014年10月，市科技情报研
究所所长李玉杰被派往舞阳县文峰乡城角杨村担
任第一书记。他来这里后，就决定要改变村子的
落后面貌，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李玉杰说，道
路好了，村容村貌才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经过多
方协调资金，城角杨村和周庄村两个自然村内的
土路，改造成了环村水泥路，既方便了村民，也
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城角杨村紧挨舞阳县城，地理位置相对比较

优越，但在 2014 年 9 月以前，城角杨村村“两
委”班子软弱涣散，由于各种原因，村党支部书
记长期空缺，村子发展也停滞不前。“我到村里
后，刚好赶上村‘两委’换届，我就挨门挨户发
动群众，又协调文峰乡党委，把选举工作先做
好。”李玉杰说，经过协调努力，终于选出了群
众满意的村干部，健全了村“两委”班子。

“城角杨村的村室原来是三间破败的小房，
没有任何公共设施。”李玉杰说，他四处筹集资
金，先后兴建了村文化广场、三间村卫生室和一
间农村书屋。农村书屋还配套农业科技、科普等
书籍2000多本，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在过去，俺都不敢想象会有这么漂亮的文
化广场。这里原来可是个大坑呀，里面堆满了垃
圾。多亏了李博士，帮村里建了文化广场，还配
套建了健身器材。”村民张阿姨一边在健身器材
上锻炼身体，一边指着宽阔的文化广场对记者
说。

争取资金 改善乡村办学条件

在2012年6月之前，李玉杰的身份是河南大
学副教授，拥有博士学位。他的老家在周口，从
小在农村长大，担任第一书记后，他一直对乡村
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驻村后，乡村学校配套设
置滞后令李玉杰牵肠挂肚：文峰一中的操场是炉
渣混土铺设，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师
生早操、课间操锻炼身体时，总是冲在尘烟里，
脚踩两鞋泥；篮球场是土铺场地，坑坑洼洼，高
低不平，经常有学生磕伤碰伤；郑庄小学没有院
墙，也没有操场，教室也破旧不堪……

再穷不能穷教育。李玉杰一直坚守这个理
念，他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和反映，争取基础教
育改造基金60余万元，分别支持文峰乡郑庄小
学、前梁小学和文峰一中改造，使校容整洁美
观，焕然一新。这不仅方便了城角杨村孩子们上
学，也给文峰乡的教育事业带来巨大改变。

平整的跑道、蓝色与橙色相间的塑胶篮球
场、崭新的篮球架……这是文峰一中改造后的操
场。3月27日上午11点20分，在文峰一中校园
内，学生正在上体育课。伴随着欢快的背景乐，
身着校服的八年级学生每人手持一个篮球做篮球
操，动作整齐、规范划一，充满活力，场面十分
壮观。“同学们能在塑胶场地上做操，这都要感
谢李博士。”该校校长陈向涛说，文峰一中是舞

阳县目前规模最大的封闭式寄宿制初级中学，凭
借过硬的教学质量和遥遥领先的高升学率，学校
吸引了更多的生源。目前，学校有 24 个教学
班，在校学生1500多名。

“学校原有硬件设施早就不能满足学生的需
求，学校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能力有
限，难以解决。李博士了解实情后，帮忙积极筹
措资金，拆除了位于操场一角的厕所，硬化了路
面，改造了篮球场……”陈向涛说，经过科学规
划，改造后的操场和篮球场，规格和档次在全县
中学当中首屈一指，建成以来一直被舞阳县教体
局定为中招体育考试唯一考点，兄弟学校经常到
校参观学习。

“看看俺学校的操场气派吧。跟城里学校的
操场一样，尽管是乡村学校，但我们也能享受到
先进的教育资源，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一位
学生说。

探索门路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李玉杰到任的首要任务
就是走村串户摸清底数，为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
的门路。

院子没有院墙，仅有两间破旧瓦房，黑洞洞
的屋内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这就是69岁
村民周书欣的家。周书欣的妻子患有心脏病、糖
尿病并发症、高血压等，已经卧床20多年，身
边需要人照顾。周书欣的儿子正在上大学。3亩
农田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

“妻子经常犯病，从春节到现在已经住三次院。
这是刚出院，还欠亲戚家一万多元的外债。”周
书欣说，自己年纪大了，也无法外出打工，心里
很发愁。

“我们家也是世代的农民，但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贫困的家庭。第一次到周书欣家时，他家的
贫困状况令我震惊，心酸。我离开时，除了随身
带来的米、面、油等慰问品，又特意留下300元
钱。”李玉杰说，两年来，每次周书欣的妻子生
病住院，他都要带上慰问品去看望，并送去几百
元钱。

“这样终究不是长法啊！怎样增加周书欣这
样的贫困家庭的造血功能呢？”这成了李玉杰苦
苦思索的难题。这样的家庭在城角杨村还有不
少，这些农户没有一点本钱和技能，身体还不
好，该怎么办呢？

经过反复思索、考证，李玉杰引资在舞阳县
建设了一个500亩的现代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把
150多户像周书欣这样的农民请进基地，手把手
地教他们种植香菇。一年下来，每个人能拿到五
六千元的工资，带动城角杨村大部分村民走上脱
贫路。“这点钱，虽然还不足以让他们脱贫，但
能让家庭状况大大改善。”李玉杰说。

以点带面 香菇种植惠及群众

李玉杰是漯河市“百名专家人才服务百家企
业”活动的一员，他长年坚持主动上门走访服务
企业，积极为企业讲政策、出主意、想办法、办
实事。这两年，李玉杰虽然是城角杨村的第一书
记，但他的目光并没有盯着一个村，而是从大局
出发，以点带面。李玉杰说，他觉得最有成就感
的就是在舞阳县开展了产业合作扶贫项目，食用
菌等产品综合开发生产项目，由小小一个城角杨
村烧遍整个舞阳县。

文峰乡李斌庄村有 20 多年的香菇种植历
史，但因缺乏产业支撑，销路时好时坏。一公斤
鲜菇成本大约 3 元，好的时候能卖到 8 元一公
斤，销量差的时候2元一公斤也无人问津，只能
烂掉。2014 年，李玉杰招商引资成立了漯河市
桂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李斌庄村签订包
销协议，5.2元一公斤保底收购，彻底打消了村
民扩大种植规模的顾虑。如今，李斌庄村香菇产
量由过去的5千多公斤猛增到10多万公斤，成了
舞阳县响当当的富裕村，有的种植大户一年净挣
20多万元。

对于那些没有资金的贫困户，李玉杰与舞阳
县扶贫办联合，帮助贫困户申请使用无息扶贫资
金，由桂馥公司担保，向银行贷款，扶持300家
有种植意向的贫困户建香菇种植大棚。原材料、
菌种等由桂馥公司先期提供，赚钱后扣除，技术
服务免费提供，产品保底收购。

舞阳县辛安镇后吴村吴改卫一家四口人，过
去一年只有3000多元的种地收入，还要供养儿
子读大专，根本没有资金建香菇种植大棚。去年
秋天，吴改卫通过李玉杰的产业带动模式，向银
行贷到10万元钱，建起了2个菇棚，不到一年，
已经净赚到5万多元。

2016 年，舞阳县全县食用菌出口创汇 4000
多万美元，位居漯河市第一，河南省单向出口第
七位，缴纳税金12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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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如何评价李博士？”就
这个问题，记者询问了多位村
民、学校校长、乡村干部等，得
到的答复最多的就是：“跟他说
话可得劲。尽管人家有高学历，
但待人和和气气，从来不摆架
子，很接地气儿。”

李玉杰是从小在农村长大，
又回到农村，一股亲切感油然而
生。他对待这里，就像自己的家
乡一样，面对的就是自己的父老
乡亲，没有任何架子。李玉杰也
经常强调，想在这里“干出点
事”。

为了带领乡亲们致富，李玉
杰吃了不少苦，出差谈项目，请
企业实地参观，付出了大量心
血，有朋友作诗一首称赞他：

“博士惠民心，香菇助扶贫，郑

漯返程路，风雪夜归人！”
李玉杰是博士学历，这在诸

多驻村干部中独树一帜。高学历
的人才身手自然不凡。虽然身为
第一书记，但李玉杰并不拘泥于
一个村。他的长远打算是通过一
个项目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
人脱贫致富。他引进的企业也都
和农业有关，贴合实际，农民不
陌生，学习起来又快，这也很接
地气儿。

李玉杰的科技扶贫理念为整
个舞阳县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本
人也被评为第七届“漯河市十大
杰出青年”，连续两年被市政府
评为“招商引资先进个人”，又
被 市 委 组 织 部 评 为 “ 驻 村 之
星”，还成为“全国科技扶贫带
头人”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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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就要给老百姓办实事

李玉杰李玉杰，，男男，，汉族汉族，，3939岁岁，，中中
共党员共党员，，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市科技情报研市科技情报研
究所所长究所所长。。20142014年年99月月，，被选派到被选派到
舞阳县文峰乡城角杨村任舞阳县文峰乡城角杨村任第一书第一书
记记。。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杨光、张玲玲提供

待人和气 很接地气儿

采访札记

村情简介

文峰一中的学生们在新操场上体育课文峰一中的学生们在新操场上体育课。。

李玉杰李玉杰（（中中））深入企业加工车间指导香菇生产深入企业加工车间指导香菇生产。。村民在香菇加工车间进行第一个程序清洗村民在香菇加工车间进行第一个程序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