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村感悟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舞阳县侯集镇余
庄村是舞阳县西北角
的一个村庄，和许昌
市的襄城县接壤。余
庄村共有耕地 1000 余
亩，173 户 837 人，其
中村干部7人，党员32
人，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有68户255人。

村里主要产业是
规模化大田粮食作物
种植、蔬菜种植、畜
牧养殖。大部分青壮
劳 力 在 郑 州 、 广 州 、
杭 州 务 工 （约 120 多
人），主要从事建筑、
制衣、电子、餐饮等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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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使内外力 穷村变富裕

喂群鸡子换油盐，一头小猪能过年

在农村，以姓为依托命名很普遍，余庄村
乍一看让人以为村里“余姓”很多，其实不
然，这个村以杜姓和李姓为主要姓氏，竟然没
有一户余姓人家。之所以叫余庄，是因为村民
们希望缸里有余粮，手里有余钱。

从村庄的名字即可看出，村民们对发家致
富的渴盼。

这种渴盼延续了很多年，据村干部介绍，
20世纪末，全村年人均收入不足700元，“喂群
鸡子换油盐，一头小猪能过年”曾是这里百姓
生活的真实写照。

经济为何如此贫困，用村民们的话来说，
那就是村庄地处全县西北部，位置偏僻，交通
不便，实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正因为此，2000年村党支部换届时，头脑
灵活、善于经营的杜民山被渴望致富的党员们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新支部成立大会上，杜民山郑重承诺：

任期内不改变村里的贫穷面貌，自动下台。接
下来，在村支部的领导下，村“两委”班子得
到调整，随后村“两委”班子理出了余庄村的
发展思路：发挥村民的养猪、造林和建筑优
势，立足农牧产品的深加工转化增值，构筑可
持续发展平台，打造经济强村。

穷村变了，成了镇里的经济副中心

要致富离不开发展资金，可村集体没有一
分钱的资金，让本来就贫困的老少爷儿们集资
更是行不通。在村“两委”班子的一番思想工
作之后，该村较为富裕的村民决定成立一个股
份公司，然后以公司引导和帮助全村群众发家
致富。后来，村委会又组织部分群众以参股的
形式筹集资金，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为群众致富提供方便：
对建场规模50头以上的养殖户无偿提供三万块
砖和一亩以上土地，协调三万元贷款，赊销饲
料，不少农户的日子开始富裕起来。

村里有不少泥水匠，但由于组织松散，村

民的收益并不明显。杜民山和股东们研究后，
决定把全村的建筑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建筑公
司，以此促进农民增收。建筑公司成立后购买
了大量建筑机械，建筑水平得到提高，生意也
就越来越多。

除了在家想法发家致富，不少村民还纷纷
外出打工。泥水匠在外面也闯出了名堂，广
州、苏州的制衣厂里也活跃着余庄村人的身影。

挣到了钱，村民们的腰包也就鼓了，翻修
房子的翻修房子，买小轿车的买小轿车。记者
在村里走了一圈，看到宽阔的主干道和路两边
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和门面房，一些外村人还跑
到 这 里 买 房 置 业 。 村 里 面 小 学 、 幼 儿 园 、
KTV、银行网点等一应俱全，不知情的还以为
是一个小镇。

“现在余庄村的目标是打造成侯集镇的经济
副中心，把周边乡村的发展也带动起来。”杜民
山介绍说。

创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余庄村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差，村里没有集
体经济收入。每年都是镇上划拨6万元，除去给
村干部发工资、简单修一下公共设施，也就所
剩无几了。由于村里集体经济匮乏，很多事情
是想干却干不了。

怎么办？杨小强这位省委宣传部派来的驻
村干部，想出了点子。

“我刚到村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多方为
村民们考察项目，但又怕这些项目落地后难以
为继。”杨小强说，为村里的出路考虑，他专门
到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等和农村有关系的
部门咨询，同时也考察研究过不同的产业，小
到养鸡养猪场，大到光伏发电。但是经过分析
论证，他认为这些项目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如
果因市场波动而赔了钱怎么办？杨小强说：“我
来村里就是为了帮村民致富，不能留下来一堆
烂摊子。”

今年，杨小强从省里给村里协调来160万元
发展资金。

钱到账了，怎样才能让这钱保值增值呢？
在与村干部反复考虑论证后，杨小强在征

得舞阳县有关部门的同意后，决定用这笔钱在
舞阳县的商业街购买门面房，把门面房出租出
去，房产证放县里保存，收益归村集体，用于
帮扶村里的困难户。

土地流转，“转”出现代农业

余庄村的耕地之前都是各家各户各自为
营，一季玉米，一季小麦，每年的收益很低，
仅仅够口粮。由于村子里的青年劳动力大都外
出务工，村里大多都是留守老人，种地对他们
来说费心还费力。据了解，每年到秋收的时
候，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千里迢迢赶回来，帮
助父母收秋。“俺在外面打工一天能赚一百多，
这回来收秋一年一亩地挣不到1000元，少赚七
天的工钱不说，加上来回的路费，算下来收趟
秋都不划算。”杨小强说，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他和村“两委”班子进行了协商，经过充分的
调研论证，决定号召村民们把手上的土地流转
出去。

没想到这一号召，响应者很多，截至目
前，村里有95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95%）土
地都用于了流转。其中，舞阳县大信农业发展
合作社就承包了余庄村100多百亩地，大力发展
蔬菜大棚建设，已建成90个蔬菜大棚，占地150
亩，种植马铃薯、辣椒、黄瓜、西红柿。现
在，大信农业发展合作社又投入40万元，正在
建设标准化蔬菜冷藏库。

村民们每年可以从流转的土地中获得1000
元的租金，到了播种或是收获等用人较多的时
候，大信农业合作社还会以每天40元到60元的
价格聘请村民帮忙。这样不仅村里的耕地利用
率得到了提高，村民的收入也有了显著的增长。

村容村貌提升，留住美丽乡愁

“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俺心里也舒坦了，
没事就喜欢在村里转转，看看绿树、花草，自
在又快活，比住城里还好呢！”3月28日，记者
在村里采访时，一些村民谈及家门口的变化，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村容村貌不断提升，老百
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随之增加。“在农村是很
少会有下水道的，生活污水都是乱排乱放。但
是在余庄村，村内主干道却有一条1.6公里长的
下水道。”采访时，村干部介绍说，去年杨小强
多方面协调来70万元资金，为村里修建了下水
道。下水道的修建使得家家户户的污水不再随
便乱排，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

在下水道工程完工后，杨小强又协调资金
50万元，改造村子南北1.5公里主干道，在现有
水泥路基上铺设沥青，项目已完成招投标程
序，近期将开始施工。

为了打通20多户村民出行道路，杨小强还
协调资金修建村内道路260多米。此外，省林业
厅也将向村里投入10万元，准备对村子实施绿
化工程，提升村民人居环境，使得美丽乡村留
住更多“美丽乡愁”。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让掉队

村里有人富了，他们纷纷盖起了楼房，开
起了小轿车，但仍有一部分人还在为温饱而操
劳。经过统计，杨小强了解到，余庄村还有64
户贫困户，他对此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致富
路上绝不能让贫困户掉队。对于因病致贫的家
庭，杨小强和村干部们自掏腰包到他们家里慰
问，协调医院减免医药费。此外，杨小强还邀
请郑州大学一附院相关科室的专家到村里进行
义诊，提供医疗服务。他还与村里在广州务工
的成功人士联系，为村里的贫困户捐赠棉衣、
棉被。

对于经济上的贫困户，村里在流转土地时
就和舞阳县大信农业发展合作社协商好，采取
公司+贫困户的形式，争取到了县扶贫办的到户
增收项目，让64户贫困与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
议，采取入股或用工方式进行合作，三年内每
户贫困户保底分红4720元。2016年，贫困户分
红已有2300元。

另外，村里还因地制宜，针对每家贫困户
的家庭情况，给他们找不同的营生，想尽办法
让他们增加收入，努力实现脱贫路上一户人家
也不让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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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访杨小强之前，记者只
看到了他的简历，省委宣传部理
论处副处长，一个搞理论的，下
到基层，能适应农村吗？可是当
记者采访过他后，心中的疑问一
一都被解开了。

杨小强出身农村，对农活、
农事都不陌生，到余庄村一年半
的时间里，他不仅摸清了村情，
还在驻村帮扶上干出了自己的特
色。

“驻村帮扶是做好扶贫开发
工作的重要保障。”杨小强说，
驻村扶贫不是给点钱、送点物
资，帮助贫困户和贫困地区渡过
难关。从短期来看，这种“输血

式”帮扶能够帮助贫困地区和贫
困户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
看，如果扶贫工作不能帮助贫困
地区增强“造血”功能，不能让
其自力更生，那么这样的扶贫只
能是“越扶越贫”。所以说，驻
村扶贫重在“实打实”，要拿出
实实在在的招数。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打
实，于是我们看到了杨小强东奔
西跑，为村道路修建筹集资金；
激活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发展潜力
也是实打实，于是我们看到了他
帮助贫困户找到合适的致富之
路，让贫困户从心里、从行动上
真正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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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图片由本报记者王辉、李林润提供

驻村扶贫重在“实打实”

采访札记

村情简介

担任舞阳县侯集镇余庄村第
一书记已有一年半的时间。一年
半的时间，短之又短，弹指一挥
间，付出的是汗水，奉献的是真
情，践行的是党性，得到的是祝
福，收获的是感动，提升的是境
界。我在不断学习、实践的过程
中体验着基层工作、感受着百姓
冷暖，深感肩负的担子之重、责
任之大。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从事过
五年的农业国际合作工作，对农
业、农村、农民的情况也有一定
的了解。但是，参加工作后一直
在中直机关、省委机关，面对面
接触群众的机会比较少，做群众
工作的经验欠缺。到余庄村工作
之前我曾心怀忐忑，深感恐慌，
如何取得群众信任，如何与村两
委班子打成一片，一度让我陷入
迷茫和困惑。但静下心来想想，
既然担起了这份责任，就不能无
所作为。为此，我把入户走访作
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每周抽出时
间走访老党员、群众，了解群众
对班子建设、村容村貌、农业结
构、集体收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力所能及地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经过持续深入的沟
通交流，村里群众逐渐对我这个
第一书记有了了解和认识，遇事
也愿意找我反映，我也与他们逐
渐亲近起来。

余庄村地处舞阳西北一隅，
两县交界，位置较为偏僻。多年

来，种植小麦、玉米为村里人
的主要经济收入，种植结构较为
单一，依靠土地增收，困难重
重。村集体无经济来源，仅靠
县、乡两级党委、政府拨付的有
限经费维持运转，在为民服务上
显得捉襟见肘，影响村支部、村
委对群众的向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常讲，“帮钱
帮物，不如帮助建好党支部”。
围绕带强村级班子、带活党员队
伍，着力提升党组织的服务能
力，我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工
作，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力争
打 造 一 支 “ 不 走 的 扶 贫 工 作
队”。我将村级议事决策、党务
村务公开等多项制度印制成版面
上墙，并严格遵照执行。

为了激发村级班子和党员队
伍活力，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
持 下 ， 多 次 组 织 召 开 村 “ 两
委”、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会
议，研究党务、村务工作。坚持
村“两委”周例会和定期学习制
度，每周召开“两委”班子工作
例会，每月 10 号组织党员集中
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制订
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
案，安排支部成员及党员比照学
习计划，按时推进，使党员干部
及时掌握最新的政策。邀请省委
讲师团专家为党员群众讲党课，
不断提升基层组织凝聚力、党员
向心力。

出水才见两腿泥

杨小强，男，洛阳嵩县人，
1980 年 8 月生，研究生毕业后在
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工作
五年，现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
处长，驻侯集镇余庄村第一书记。

蔬菜大棚内种植的农作物蔬菜大棚内种植的农作物

目前目前，，余庄村已建成余庄村已建成9090个蔬菜大棚个蔬菜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