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颍县王孟镇石
拐村位于镇政府所在
地东南2公里。该村耕
地面积 1995 亩，共有
农户361户1363人，贫
困户89户267人，目前
已脱贫60户211人。

石拐村是一个典
型的农业经济村，目
前村里成立了农业合
作社，村干部带头致
富 带 动 贫 困 户 入 社 ，
引领科学种植、规模
种植、按市场需求种
植蔬菜和瓜果，效益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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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合作社 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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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千道一万，不如领
着 群 众 干 。” 基 层 是 历 练 品
行、磨炼意志的熔炉，农村
工作千头万绪，为驻村干部
提供了如何为群众服务、做
合格党员的广阔天地。

自 驻 村 以 来 ， 张 钊 带 着
一颗真心，从细微的工作出
发，真心实意为百姓帮难解
困。他不仅把党的惠民政策

完整准确和及时地传达给农
民，更是实实在在地做，到
田间地头给他们出主意、想
办法、讲知识，为村民修路
架桥，争取铺设天然气，寻
找 致 富 项 目 ， 改 善 种 植 结
构，帮助贫困户脱贫，建设
美丽家园，带领农民向小康
生活迈进。这样踏实为民的
干部，群众咋能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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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图片由本报记者齐 放 见习记者杨 淇 提供

真心实意干实事

2015 年 8 月，我被委派到
临颍县王孟镇石拐村任第一书
记。身处陌生的环境，面对陌
生的群体，一切工作都要从

“零”开始。
我虽然出生在农村，对农村

情况也稍有了解，但工作后一直
在县、市直部门上班，面对面接
触基层群众少，做群众工作的机
会也少，更没有面对过自然条件
差、基础设施薄弱、没有集体收
入的贫困村——石拐村。

作为一名外来干部，群众
信不信我、工作该如何开展？
一度让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
但静下心来想一想，既然担起
了这份责任，就应该为老百姓
办实事，绝不能碌碌无为。

为了开好局、起好步，我
带着行李住到村里，集中走访
了村“两委”干部、村民代
表、老党员等，了解班子建
设、村容村貌、土地状况、农
业结构、集体收入等情况，分
类建立了村情民意台账，初步
摸清了症结点，找到了着力
点。通过持续深入地沟通交
流，村里老少爷们逐渐地认
识、了解我这个第一书记，遇
事也愿意向我反映，我也与他
们逐渐亲近起来。

只要平时有空闲时间，我
就走进村民家中，了解村情民
意，为开展驻村帮扶提供导
向；宣传好党的扶贫政策，扶
贫先扶智、救贫不救懒，鼓励
困难群众要有脱贫决心和信心。

通 过 入 户 调 查 和 上 门 走
访，我摸清了低保户和困难户
的情况，为后续开展精准扶贫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前期了解村情民意，
结合走访调研情况，我发现了
制约村里发展的瓶颈。为此，

我帮助村“两委”理清发展思
路，深挖致贫根源，依托村里
优势资源，从发展种植业入
手，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计
划，通过协调项目争取资金，
着力推动石拐村经济社会发
展；鼓励支持村干部带头流转
土地 500 余亩，成立了石拐村
自安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大
辣椒种植 400 多亩、小麦良种
繁育1200多亩，仅小麦良种繁
育一项，农民增收12万元，石
拐村自安种植专业合作社辣椒
种植，解决了本村 100 多个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驻村以来，我自认为无愧
于石拐村的乡亲们。两年来，
我所在的单位市民政局共为石
拐村解决了30多万元资金，使
村民们吃上了自来水，农田浇
地用电全覆盖，家家户户通了
水泥路，村里建起了农家书屋
和养老院，成立了石拐村自安
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建了高标
准村室，对村内寨河、荒坑荒
沟进行彻底治理，村容村貌大
为改观。目前，天然气已经到
村，今年8月初村民就能用上。

石拐村能有今天的发展与
变化，我认为这不仅仅有我个
人微薄的付出，也是王孟镇党
委政府、村“两委”和全体党
员、全体村民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

帮扶者的责任，不在于一
时轰轰烈烈，而是要帮村民多
办好事实事，发展和培养百姓
致富的活水源头。这是我在驻
村帮扶中的深刻感悟。今后，
我将继续团结和带领石拐村的
广大村民，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种植业、高效农业、养殖
业，帮助大家摆脱贫困，走向
富裕。

心系群众 当好第一书记

张钊，出生于 1968 年 12 月，中
共党员，现任市军供站站长。2015年
8月，受组织委派，到临颍县王孟镇
石拐村任第一书记。

村里家家户户出门就是水泥路、
房前屋后花红柳绿、田里辣椒丰收在
望……7月2日，张钊和村干部带领记
者走遍了石拐村的角角落落，听着村
民们和村干部赞不绝口的心里话，看
着小村两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记者
由衷地为石拐村村民迈向幸福生活感
到高兴。

干群关系融洽

当日上午 9 时许，记者来到石拐
村。村子西头是村文化活动广场。广
场上，篮球场、运动器材一应俱全。

村委办公楼就在文化广场的南
侧，今年5月份竣工投入使用，两层楼
的村室从外面看上去大气美观。这是
市民政局筹措10万元启动资金，后续
又筹措协调 50 万元，建成的 550 多平
方米多功能村委会办公楼。

走进村室，感应门自动打开。一
楼是石拐村党员群众服务站，“发挥
堡垒作用 服务党员群众”十二个红
色大字格外醒目。有几位村民来这里
办理户口事宜，还有的来咨询相关扶
贫政策。

二楼是党员学习活动室，记者看
到墙壁上挂着一台专门为党员活动日
学习教育配置的液晶电视，西侧的档
案架上摆放着村里党员活动日工作以
及党建工作的相关资料。

“在张钊书记的带领下，俺村的
党员们活动积极性都特别高。”石拐
村党支部书记邢自安告诉记者，以前
党员活动日总是有人无故缺席，现在
大家一大早拿着本和笔就来到村室，
为学习做准备。

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村里各项
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张钊到村里
的第一件事就是着力加强村子党支部
建设，制定学习计划，组织干部集中
学习。

在张钊的调研笔记本上，记录着
走访调研的点滴：村委老办公室房屋

归属、村电力改造资金管理等老问
题，修建农用小桥等方面的新问题，
以及村务组务公开、干部教育管理、
产业发展、活动阵地建设等方面意见
和建议等10多条。通过向市民政局等
单位汇报后，争取到文化体育设施项
目资金2万元，党组织建设活动经费1
万元。

在工作中，张钊经常深入村民家
中，听取群众对村“两委”工作的意
见，认真制定整改方案，狠抓整改措
施的落实。针对石拐村党员年龄老
化、知识结构不合理、党组织后继乏
人的问题，张钊认真落实发展党员工
作责任制，加大发展新党员工作力
度，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名，两人向
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如今，石拐村党员的素质得到明
显提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
引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
明显，干群关系融洽，促进了村里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转变种养模式

谈到扶贫工作时，张钊说，驻村
以来，得到市民政局领导的大力支
持，单位的多位领导先后到石拐村调
研，与村“两委”班子座谈，并因地
制宜科学制定规划，明确发展目标。
领导们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农户、深
入群众展开调研，针对石拐村实际情
况，拟定调研课题，进行认真的梳
理、归纳和总结，形成有针对性的调
研报告，为石拐村的发展打下基础。

张钊发现该村在产业结构方面，
缺乏产业引导和项目扶持，很难帮助
村民从骨子里脱贫致富。村子底子
薄，种植也不成规模，很多农户因资金
有限，小打小闹的这种一点、那种一
点，最后没有多少收入。再加上农民
传统守旧，没有对接市场，许多农户因
为缺乏引导、缺乏项目扶持，自家种养
的农产品，在市场上没有销路。

张钊和村干部经过深入交流，最
后大家制定了石拐村发展规划，按照
小康村、双示范村的标准，在完成两年
脱贫攻坚任务后，再通过两年的努力，
争取把石拐村建成小康村。村委会决
定，做好科学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积极找好项目，积极与市场对
接，扶持优势产业，并加强引导、加大
扶持力度，改变传统种养模式，让大伙

“土里淘金”，走向富裕道路。
采访中，在石拐村农业种植合作

社的200亩辣椒田地里，贫困户孙秀根
正在给辣椒浇水。59岁的孙秀根有糖
尿病和心血管病，心脏安装了两个支
架，因治病使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拖
入了贫困中，还欠下5万多元外债。

“我现在在合作社打工挣钱，干一
天有100块钱的收入。6亩地也以每亩
900元流转给了合作社，现在不用种也
有钱花。”孙秀根高兴地说，他的妻子
齐桂霞也在辣椒地里干活，每天也能
收入60元，生活比以前好过多了。

2016年年初，在张钊的倡导下，村
支部书记邢自安牵头，石拐村成立了
临颍县自安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流
转 60 多户村民 500 亩土地，种植大辣
椒绿优美、线椒香辣8号等，一亩地平
均收入达 2000 元。合作社组织 80 多
名贫困家庭人员入社打工，人均年增
加收入5000元左右。此外，村里鼓励
农户发挥传统优势，种植西瓜、冬瓜、
小白瓜等800亩，村干部帮助瓜农挑选
好品种，联系销售经纪人，使瓜农每亩
纯收入突破1200元。

在石拐村采访时，记者看到一些
村民拉着晒好的麦子去售卖，经询问
得知，他们拉的不是一般的麦子，而是
专门给种业公司生产的小麦种子。记
者跟随售粮的车辆来到镇南街的一处
售粮点，在这里记者看到，大门外排队
等待卖粮的都是石拐村的村民。

在收粮的大院内，有的村民正在
过秤，有的村民正在把粮食入仓，还有
的在与收粮方结算，大家忙得汗流浃

背的同时，脸上却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村民邢书凡高兴地说：“俺家的

几亩地全部种的是订单良种粮，现在
我已经卖了5000多斤，价格比市场价
高出最少百分之十，比普通麦子多收
入不少钱！”

“石拐村种出来的种粮饱满度
好，净度、纯度和水分都达到了国家
种子收购标准。”许昌金地种业总经
理张来成告诉记者，与石拐村合作，
是被张钊书记的诚心打动的。

完善基础设施

走在石拐村平坦的水泥道路上，
记者看到道路两旁栽种着绿化树和五
颜六色的鲜花，让人心旷神怡。村民
们悠闲地家门口乘凉、闲聊，看到张
钊后，大家纷纷和他打招呼，拉家
常。

“以前俺村的路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出门不踩泥，这可多亏了张
书记。”村民张怀金对记者说，之前
村里的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特别是
到了下雨天更是没法走。因为道路不
畅、交通不便，村民们种的辣椒、冬
瓜等作物要运送到外面都受到了阻
碍。

2015年10月，张钊来了之后，看
着下雨过后泥泞不堪的道路，他下决
心一定为村民们修出平整的道路。针
对村里没有资金的实际情况，张钊每
到其他村参观学习或去乡镇参加工作
会议、到市、县部门办事时，张钊注
意了解建设信息，努力争取政策倾斜
支持。另外，他多次跑市、县直有关
部门，发动同事、战友帮助留意信
息、尽力协调。

如今，村里的几条道路修好了，
村民们种植的农作物不愁再送不出去
了，走在干净、平坦的路上，村民们
的心里美滋滋的。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村子内不仅
道路平坦，环境也很优美，路面干

净、垃圾入箱、鲜花争相开放，看着
这样的环境让人感到心情舒畅。

记者注意到，一大片的向日葵在
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彩，成为石拐
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村支部书记邢
自安告诉记者，原来这里是村里的荒
坑，里面堆了很多垃圾。在治理村容
村貌时，张钊书记提议清除垃圾，把
荒坑承包给个人。于是，在张书记的
扶持下，村里的贫困户张庆伦种植了
油葵，收获后可以卖葵花籽，也可以
榨油。

在石拐村的田间，多名工人正在
进行桥面的后续施工。“这座桥叫枣
支河桥，是张书记为俺们协调资金修
建的。”邢自安说，桥东侧有村民们
的田地，之前到了收获的季节总是无
法通畅地将桥东侧的农作物运送到村
外，张书记得知这一情况后，协调县
水利部门投入48万元在此处重新修建
一座宽6米、长26米的生产用桥，方
便村民运输农作物销售。

“这可真是为群众办实事，以后
俺不用发愁咋运送辣椒了。”正在旁
边田地里浇水的村民邢俊超对记者
说。这座从5月份动工建设的生产用
桥，目前正在安装桥面护栏，预计很
快就能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驻村以来，张钊所
在的单位市民政局大力支持石拐村的
扶贫建设，2015年拨付20万元，对村
里的道路、荒片、寨河进行平整，修
建了三条街道 2.5 公里，填埋土方
8360立方米，平整荒坑、寨河15亩，
并协调种植各种绿化树2160棵。为方
便农田生产，张钊还争取电业农田电
网项目，为村里田地安装了5个变压
器。

王孟镇包村干部张付庆说，张钊
这个第一书记知识多、调研多、点子
多、办法多、办实事渠道多、帮老百
姓办的实事多，他驻村不是走过场玩
把戏的，是真心实意帮老百姓干实事
的。

清理后的荒坑种上了向日葵清理后的荒坑种上了向日葵。。 正在建设中的枣支河桥正在建设中的枣支河桥。。

村民家中的天然气管道已装好村民家中的天然气管道已装好，，只等通气只等通气。。

驻村感悟

采访札记

村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