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阳县莲花镇吴
李村位于舞阳县城东
北 27 公里，距离漯河
市区 20 公里。该村紧
靠 莲 花 镇 政 府 所 在
地 ， 由 沟 张 、 前 蔡 、
孙庄和吴李四个自然
村组成，主要姓氏有
李 、 刘 、 孙 、 吴 等 。
下辖9个村民组，2262
口 人 ， 3050 亩 耕 地 ，
耕地主要分布于泥河
洼滞洪区内。一些村
民 外 出 到 吉 林 、 辽
宁、广州、湖南等地
的建筑、饮食、服务
等技术含量低的劳动
密集型行业打工，村
民收入来源主要依靠
种植、养殖和外出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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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科技进村 助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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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村民
们纷纷对这个来村里两年多的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陈 庆 来 赞 不 绝
口。在陈庆来的帮扶下，村里
修 起 了 大 广 场 、 安 装 了 新 路
灯、栽上绿化树……部分贫困
学生因经济困难上不起学，他
多次自掏腰包为学生交学费。

“不是啥书记，只是吴李村
的一员。”陈庆来不经意间的

一句话打动了记者。只有扑下
身子，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才能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

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
责任。对于陈庆来来说，加班
加点已成家常便饭。作为农业
专 家 ， 他 又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特
长，先后帮助村民种植蔬菜、
修建休闲农家庄园，让部分村
民走上了致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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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图片由本报记者王培 张晓甫 提供

扑下身子才能办实事

我是2014年9月被派到舞阳
县莲花镇吴李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的，屈指算来，已有两年多的时间
了。我觉得，要想建好基层组织、
做好精准脱贫工作，就必须脚踏
实地、心无旁骛地为群众办实事。

唯充分调研才能有思路。驻
村伊始，我利用近两个月的时间
开展调研：召开村“两委”干部会
议、与村干部和党员代表个别座
谈，了解基层组织建设和村里的
情况；拜访老支书，谈吴李村发展
历史；走访每家每户，了解他们的
生产生活状况；访问贫困户，了解
他们的收入来源及致贫原因；找
种植大户座谈种植规模、效益和
发展愿望。通过上述一系列调研
活动，我走遍了田间地头和每一
条街道，弄清了吴李村基层党建、
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等概况：村干
部缺乏沟通，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村室占地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党
员无活动场所；道路泥泞不堪，村
民出行不便；缺少广场和健身器
材，村民们没有娱乐休闲的地方；
村民环境卫生意识淡薄，村里污
水横流、垃圾遍地；缺少灌溉机
井，大面积庄稼干旱。摸清了以
上种种问题，我写了一份《驻村共
建工作调研报告》，按照“第一书
记当先锋，派驻单位做后盾”的原
则，向市农业局党组进行了汇报，
争得单位支持；按照“四议两公
开”程序，起草并通过了《吴李村
三年发展规划》《吴李村精准脱贫
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吴李村精准脱贫帮扶实施方
案》。

唯埋头实干才能得民心。不
图轰轰烈烈造势，只求实实在在
为民办实事。刚入村时，村内多
是泥土路，每到下雨天，必须穿胶
鞋才可出行，村民李铁良开玩笑
说：“这商店里的胶鞋都让吴李村
的人给买走了。”“晴天一身土，雨

天两脚泥”是吴李村的真实写
照。为了尽快解决吴李村村民的
出行难问题，修路是我规划方案
中的第一件大事。通过多方努
力，我争取到65万元扶贫修路资
金，把吴李村村内主干道全部修
成四米宽的水泥道路，从此，吴李
村雨天穿胶鞋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了。村民邓玉台说：“陈书记为我
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如果能再打
几眼机井、建个广场就更好了”。
其实，打井、建广场也在计划之
列。因为没有机井，2014年秋季
村东边400亩玉米近乎绝收。为
了解决浇灌问题，我协调市、县水
利部门为吴李村新打 10 眼 40 米
深的机井，从此，由原来的“靠天
收”变成了“旱涝保丰收”。紧接
着，市农业局拨款修建文化娱乐
广场，健身器材也全部安装到
位。现在，每到傍晚就会有一群
舞蹈爱好者, 随着悠扬的音乐来
这里跳广场舞。

唯真帮才能换真情。在走村
入户过程中，只有真正融入村
民、用心记住他们的诉求，用实
际行动帮助他们，才能取得他们
的信任。我了解到六户贫困户家
中有行动不便的病人时，及时给
他们送去轮椅，减轻病人的痛
苦。贫困户孙天顺收到轮椅时，
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
话来。当得知贫困户张根旺家有
发展蔬菜种植的想法时，我就帮
他分析市场行情，建议避开萝卜
等大路蔬菜，种植韭菜、叶菜、
早春拱棚番茄和黄瓜等时令蔬
菜；在种植技术上，帮他引进蔬
菜新品种、给予必要的指导；如
今，张根旺家的两亩小菜园经营
得有声有色，收入也翻了一番。
当得知贫困户李动宾儿子接到大
学通知书而发愁学费时，我及时
汇报局党组，帮他解决了孩子的
学费问题。

实干得民心 真帮换真情

陈 庆 来 ，本 科 学 历 ，高 级 农 艺
师。1964 年 10 月生，1986 年 6 月到市
农业局工作至今。2014年9月被派驻
到舞阳县莲花镇吴李村任第一书记。

6月2日，烈日当空，记者来到
舞阳县莲花镇吴李村采访。在吴李村
村头记者看到，平坦的水泥路通到各
家各户，道路两旁整齐种植着绿化
树，墙上画着宣传画、文化广场干净
整洁……走进村里，提起村子这些年
的变化，村民们更是交口称赞。

生活环境好 村民更幸福

在村“两委”办公楼前，记者看
到这里正在进行施工改造。“几年前
建成的这个村室，因为周围全是田
地，交通不便，所以一直没有启
用。”村支书李军贤告诉记者，这几
年村子变化很大，以前村“两委”办
公地点就是一所破旧的房子，利用率
特别低，新建的这所活动室几年都没
有用，这两年才利用起来，还添置了
会议圆桌、座椅等办公家具。

村“两委”办公楼前是一个文化
广场，一些健身器材竖立在广场上。
一到傍晚，广场上就热闹起来，吃过
晚饭的村民到广场上锻炼、聊天。对
于缺乏休闲场地的村民来说，近几年
新建的文化广场很受大家欢迎。

沿着平坦的水泥路往前走，树荫
下几位村民正在拉家常。吴李村由四
个自然村组成，村与村之间道路年久
失修，坎坷不平。入村主干道因常年
失修，大多已坑坑洼洼。村内也是半
截路居多，给群众出行带来诸多不
便。最近几年，村里陆续铺设了水泥
路，而且水泥路还通到了各家各户。
以前村里卫生状况很差，房前屋后大
小粪坑比比皆是，道路两旁堆放的秸
秆、沙土等随处可见。现在村里的卫
生有人打扫，增加了环卫车、垃圾
箱，村民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提
起村子这几年的变化，村民们都有很
多话要说，而村里的这些变化都与大

家口中句句不离的驻村第一书记陈庆
来不无关系。“陈书记给我们讲政
策、跑部门、协调资金，为我们村解
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我们村现在新修
了水泥路，建有文化广场，生活环境
越来越好了。”村民李玉亭笑着对记
者说。

打井修井 解决灌溉问题

村“两委”办公楼正后方有块农
田，村民孙建民承包的五六百亩地就
在这个地方。他承包这片农田已有两
年多的时间了，之前他是跟着在这里
承包 100 多亩地的村民孙朝阳搞种
植，2014年的干旱天气导致农作物严
重减产，这件事让孙建民印象深刻。

吴李村的高标准粮田建设项目区
内，井、电基本配套，加上泥河常年有
水，项目区内能够达到旱能浇、涝能排
的标准。但项目区外的其他耕地，
2014 年时近 1000 亩耕地仅有 12 眼机
井，且常年失修，能用的不到一半。当
时孙朝阳承包的土地恰恰就在项目区
外，100 多亩农田只能望天收。2014
年，村里部分农田的秋季作物因遭遇
干旱而大量减产，孙朝阳的农田周围
大约400多亩地受灾严重，几乎绝收。

陈庆来被派驻吴李村后，了解到
这种情况，便四处奔走，协调资金，
为村里新打了40米深机井10眼，并
对 10 眼老井进行疏通维修，彻底解
决了村里1000多亩耕地的浇水问题。

想到再也不用为没水浇地而发愁
了，孙建民才放心大胆地承包了这片
农田，如今他正筹划着改变单一的种
植模式，进一步增加收入。

树立好榜样 传递正能量

在吴李村，提起“党员爷爷”刘

学恒，大人、孩子都会竖起大拇指。
吴李村的水资源十分丰富，在20

世纪 90 年代，村里河堤两岸先后开
挖了十几个鱼塘，但是后来因为缺乏
经验，不少承包鱼塘的村民经营不下
去了，鱼塘就慢慢废弃了。到了天热
的时候，这些鱼塘就成了孩子们玩水
的地方，也因此发生了多起溺水事
故。老党员刘学恒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再三思索后他决定承包鱼塘。平
时他就在鱼塘旁的房子里住，听到有
孩子的声音就赶快出来看，有孩子在
鱼塘里玩他都会把他们劝回家，他还
在鱼塘里救过一些遇到危险的孩子。

陈庆来了解到这种情况，为了树
立好榜样，传递正能量，努力形成讲
文明、知荣辱、思发展、比致富、讲
奉献促和谐的社会主义新风尚，他邀
请媒体对刘学恒义务照看池塘、救助
落水儿童、助人为乐的事迹进行报
道，以彰显老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做
出的突出贡献，用真实的典型感染
人，用身边的榜样影响人。

科技进村 助农增收

吴李村种粮大户吴朝军承包了
400多亩地，这两年他改变了原来只
种玉米、小麦的单一种植模式，添加
种植了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同
时，他还经营种子、化肥，收购粮
食，生意越做越大。

在村干部李广耀承包的鱼塘里，
养着红鱼、鲤鱼、草鱼等品种不同的
鱼；鱼塘四周种植着桃树、石榴、葡
萄、核桃等树木，十几只鸡在树下觅
食；鱼塘旁边的一片空地上，新建的
歌舞厅等室内休闲场地外搭着地锅，
一个秋千静静地矗立在旁边。李广耀
的父亲李保申指着鱼塘边的一块地对
记者说，我们准备在那里搭个台子建

成垂钓台，发展大规模综合性的垂钓
休闲农家庄园。

陈庆来刚到吴李村的时候，发现
村里的种植业主要以小麦、玉米为
主。种植业总体上还是品种单一、粗
放式经营，农产品大多停留在初级生
产上，科技含量低，竞争力弱；养殖
业多以分散为主，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和集约效应，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
足。为了帮助村民增产增收，陈庆来
利用自己掌握的农业技术知识，给村
里种植、养殖提供技术指导，并支持
大户率先发展，以大户带动其他农户
发展。

吴李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常年外
出打工，在家经营土地的多是留守老
人和妇女，他们缺乏科学的种田知
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农作物生
长期，市农业局组织农作物种植和水
产养殖专家，通过召开技术讲座和深
入田间地头，为他们送去新的种植、
养殖实用技术，并发放杀菌剂、肥料
等物资。农技专家又到田间地头，认
真查看苗情，病情、虫情，就麦田用
药和关键技术为村民进行现场指导和
详细讲解。陈庆来还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入村，为种植大户开展技术培训，
建设千亩配方施肥示范田及粮食优质
高产基地。

为了推进吴李村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技术进步，陈庆来请来农技
人员实地查看吴李村农业生产基础设
施，对申报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给予
指导，为村里申报省级粮食标准化生
产示范项目。从 2014 年 11 月份开
始，他还就如何改善本村化肥利用率
低下等问题开展调查，积极邀请服务
团队来到吴李村，针对吴李村信息化
建设、种植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等情
况开展入户调研活动，在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应用及培训方面给予支持。

市农业局农产品质检中心的同志更是
冒着酷暑到田间取土化验100多个样
品，摸清全村土壤养分情况，为小麦
科学施肥诊断开出“处方”。

帮助贫困户 带领村民致富

记者正在村里采访时，一位路过
的村民热情地邀请记者到他家的菜地
去看看。这位村民名叫张根旺，是村
里的贫困户。今年 50 多岁的张根旺
爱人一直有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家中还有 80 多岁的老母亲，全家的
重担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家总共五亩多地，一部分地流
转给大户种植。为了增加收入，他在
离家比较近的一块田地上种植蔬菜。
记者看到，占地两亩多的菜园里种着
玉米菜、黄瓜、韭菜、荆芥等十几种
蔬菜。“我这菜园种了有十几年了，
但是以前不懂，就是看人家种什么我
就种什么，一般都是种一些白菜、包
菜、萝卜之类，收入不是太高。经过
陈书记的指导，我现在就种一些无公
害的细菜，产量高了，销量也好了，
菜总是一会儿就能卖完。”

平时，陈庆来一直都很关注张根
旺一家，除了帮助他的菜地进行集约
型种植，还为他提供各种蔬菜种植技
术书籍，以提高蔬菜的产量。“以前
我没种过芹菜，陈书记指导我种植土
芹菜，因为土芹菜吃了有益于心脑血
管健康，大家都愿意买。芹菜不仅产
量高，而且卖得快，一年能收三茬，
一茬芹菜就能卖一千多块钱呢。”说
到这里，张根旺笑得合不拢嘴。

在陈庆来的帮助下，张根旺的菜
园子收入提高了，全家人的生活也逐
渐得到了改善。今年张根旺的一个孩
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张根旺脸上
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村情简介

驻村感悟

采访札记

村室里干净整洁村室里干净整洁，，办公设施齐全办公设施齐全。。在陈庆来的帮扶下在陈庆来的帮扶下，，一些村民开设了休闲农家庄园一些村民开设了休闲农家庄园。。

改造后的村室改造后的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