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道村里很有历史，但没想到
竟然这么厉害。”望着刚刚挂好的村
史展板，几个老乡议论道。

随着村党支部活动大厅里党史
和村史展板的装完，作为村里的“第
一书记”，我发现乡亲们开始愿意到
党支部来了，还常常和我聊村里的故
事，聊到兴头上我们还“争”几句，我
彻底成了村民眼中的“自己人”。

城市里的上班族与驻村“第一书
记”，二者角色跨度很大。工作性质、
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工作方式等方
面都明显不同。

因此，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完
成角色转换，倾情融入农村的工作生
活之中，融入乡亲们的心里。

万事开头难，刚刚驻村的时候，
我碰了几次钉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得
知村里过去很有故事，让我找到了切
入点，便利用自己在挖掘历史文化方
面的特长，着手准备。

我找了几个老乡，让他们带着
我“走下去”，到田间地头，上山下
河，边走边看边听边记，并在摸爬滚

打中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
后我请来了历史专家实地考察，摸
清并确定了村里详尽的历史。最让
乡亲们感到兴奋的是我还把村史整
理成故事，发表在了报纸上。

报纸被拿到村里的那天，带着
墨香的十几份报纸立刻成了乡亲们
手中的宝贝，大伙儿一遍接着一遍
地看。

这件事似乎成了转折点，一个小
小村庄的故事竟得到了镇里和县里
的关注，村子附近的一处古迹还被
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上级部门也很快着手进行文化
开发方面的立项规划，乡亲们得知
这个消息都憧憬着未来生活会发生
更加美好的变化，他们看我的眼光也
不一样了。

为了挖掘村史我倾情投入，得到
了乡亲们的认可，加深了和乡亲们的
感情，实现了我抓紧熟悉村里各方面
情况的愿望，实现了从“请上来”到

“走下去”的转变。
做好群众工作是驻村“第一书

记”最基础、核心的能力，在农村
工作，要直面群众，直接服务群众，
直接影响群众，所以“第一书记”要
在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
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与群众一
块苦、一块干、多为群众办好事、做
实事。

挖掘村史的功劳有一半要记在
乡亲们的身上，这是在工作上依靠群
众，为群众做实事结出的幸福果实。
和群众一起苦过，一起享受胜利的成
果，用个人的“辛苦”换来群众的“幸
福”，才能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
任和支持。

“村史”这只扇动翅膀的小小蝴
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振动效应。
既是我“进村”的法宝，也让我为村
子蹚出了一条出路。竖碑村将以史
兴村，让古迹说话；以文化搭台，让
经济腾飞，竖起竖碑村史上一座新
的里程碑。

文/王岩頔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
（辽宁日报社）驻抚顺县竖碑村“第
一书记”

为竖碑村书写新碑文

驻·悟 ZHU
WU

“明年金书记就要走了，能不
能说说让他留下来？”

夏日炎炎，盖州市卧龙泉镇义
和村大红袍李子产业扶贫项目基
地里，10 多名村民正在拔草，贫困
户徐得柱一边向驻村“第一书记”
金一鸣请教李子树的打理，一边担
心金书记明年任期满了，不在村里
了咋整？

“ 多 亏 金 书 记 帮 咱 种 下 这 片
李子林，这马上要见果了，大家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徐得柱家今年
免 费 分 得 400 棵 李 子 树 ，都 是 金
书记一手帮着侍弄的。“有了这些
果树托底，咱贫困户再也不用担
心 返 贫 了 。”60 多 岁 的 徐 得 柱 对
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义和村地处盖州东部山区，位
置偏远，平地少、山地多，适合发展
果树产业。但过去因为交通不便，
卖果费劲。上世纪 80 年代这里还

曾有一家工厂，所以村里没有像其
他乡村那样发展特色果树经济。后
来工厂没了，村民就一直靠种玉米
为生。日子越过越穷，300 多户人
家，一半是贫困户。

2018 年 5 月，接到驻村“第一书
记”任务的金一鸣兴致勃勃地到村里

“考察”了一番。但等到上任了才发
现担子很重，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深
知，村民要过上好日子，得有自己的
产业。“宁栽带根地，不养喘气的”，驻
村两年，他带着村干部先后多次去普
兰店、岫岩满族自治县、大石桥等地
学习果树、蘑菇等经济作物栽培技
术，并联系聘请技术人员指导，最后
决定在村里种植大红袍李子。

“ 这 种 李 子 一 般 每 年 5 月 上
市，一斤能卖到 8 元，一亩地能收
2500 多 公 斤 ，你 说 这 得 赚 多 少
钱？”金一鸣兴奋地说。

但 这 个“ 来 钱 道 ”，村 民 们 开

始并不关心。张罗半天，种惯了
玉米的村民都在观望，更别说贫
困户了。咋办？那就村里先种先
示范。金一鸣开始在村里流转土
地，建起了 160 亩扶贫果园。一年
过后，李子树长势喜人，树下还间
种了各种中草药和野菜，卖价都
在十几二十元一斤。

眼看树苗长大，明年就要结果
了，村民这才动起心眼儿，“我们
只管种，产出的果子村里负责收，
再 也 不 用 担 心 交 通 不 便 不 好 卖
了。”“金书记在咱村这两年，吃住
在村里，干的都是帮咱致富的事，
跟 他 干 准 没 错 ……”扶 贫 果 园 里
务农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

除了果树，村里还建了20个香菇
大棚，今年能有15万公斤的产量，以后
还要发展深加工。日子好了，村民又犯
起嘀咕，“怎么才能让金书记留下呢？
有了他，咱们就有了致富的底气。”

村民的不舍

7 月 27 日，西丰县营厂满族乡
松岭村，刚进老支书刘兴江家门，
院里一条大狗就汪汪地叫起来，驻
村“第一书记”梁好友走过去，摸摸
它的头，大狗立刻安静下来，像见
到主人一样亲昵。“我总来吃饭，老
给它好吃的，跟我可好了。”梁好友
笑着说。

“从 2018 年 3 月来到松岭村，
梁好友便成了老支书家的常客。”
刘兴江介绍，即使他现在不干支书
了，梁好友也总来。这个驻村“第
一书记”不嫌农村条件艰苦，吃住
在村里，几个礼拜也不回趟家，出
勤率比他这个坐地户还高。

“梁书记来的这两年，新建了
村部，修了水泥路，通了自来水，村
里的基础建设基本都给解决了！”
在刘兴江眼中梁好友可是村里的
福将。

过去的村部啥样？“我打了 19
年更，跳了 19 年窗。”村里的打更
人，82 岁的沈宝库告诉记者，老村
部原是废弃小学校舍中的一间，破
旧不堪，吃水也只有一眼压井，前
面是山，后面是屯，进出就得跳窗
户。

办公桌就在靠窗的位置，棚顶
用一根木棍支撑，开关门时棚都掉

“渣子”，平时村部根本没人来，基
本就是锁头看家。梁好友驻村第一
件事就是重建村部，在他多方协调
下新村部在当年6月21日动工了。

在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工作，当
兵时任过营房股长，专业是土木工
程设计施工管理，梁好友的这些经
历在驻村工作中有了用武之地。
他检查工程质量，跟施工队沟通，
仅两个月，300 多平方米的新村部
建成，还建了 2000 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过去的贫困村一下有了精气
神。

建完村部，接着修路，引自来
水。“咱村真是好福气，来了好书
记！”梁好友干出的点点滴滴村民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无论是村干
部还是贫困户提起他都赞不绝口。

70 多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
廷义坐在刚搬进的新房里嘴角上
翘：“过去老房子破得棚都耷拉下
来了，梁书记看咱家这情况，立刻
给进了危房改造名单。现在屋里
通了自来水，村里安了路灯，土路
成了水泥路，环境美了，生活好了，
哪个村也没咱村这两年变化大！”

干久了，情深了。村民们舍不得
梁好友，梁好友更舍不得大家。经过
投票，“第一书记”最终成了松岭村的
支部书记。“这是我的最后一班岗。
他们谢我，我还要谢他们嘞。”

站好职业生涯最后一班岗

王连顺（右一） 大连海洋大学
驻朝阳市朝阳县胜利镇于杖子村“第一书记”

刘家村是省级贫困村，群山环绕，挡住了这里村民的致富路。我到这
工作，不仅要解“一时之难”，更要破“长期之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扶持鼓励村民开展林果种植，发展庭院经济，为扶贫户免费发放鸡
雏，确保致富路上不让一人掉队。为了给产品找销路，我建起了“第一书
记”扶贫电商平台，变身“带货主播”，把刘家村的“致富经”念到了互联网
上。现在，刘家村的生态资源变成了群众的致富靠山，建档立卡贫困户已
全部脱贫。村民的日子好起来是我最大的幸福，我还得加把劲让他们致
富奔小康。

从一名大学专业技术老师转变为基层贫困农村“第一书记”，从大城市
来到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常年研究海洋水产的我，在这山沟沟里能干什
么？思考再三，技术仍是看家本事。我利用微生物及富硒养殖技术，指导
村民研发出了富硒鸡蛋，价格翻倍不说，产蛋率还提高了8%。我又带领
村民开展了富硒谷子、富硒水果玉米等特色种植、养殖项目。老百姓看到
了实惠，就能动起来，产业就能发展起来，大家就能脱贫致富。

扶教育，就是扶起贫困户的
明天。来村里不久，我就发现山
村孩子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
特别是在艺术、心理教育等方
面急需引导。于是我结合共青
团的组织优势和队员们的媒体
资源优势，把教育扶贫作为“自
选动作”。

第一步是把青年公益组织
引到村镇中小学来，让他们感受
山村孩子艰苦的学习条件。5年
来，共有近 400 人次的志愿者来
到村镇中小学，开展艺术、心理、
安全等方面的教育。第二步是对
接公益资源。几年来，镇中心小
学成立了足球队、中国鼓队，镇中
学建起了爱心图书室。辽宁省内
第一个“免费午餐”项目在镇中心
小学落地，3 年来，为近 400 名师
生节省午餐费用100多万元。

驻辽阳灯塔市鸡冠山乡刘家村“第一书记”
王娇 辽阳市司法局

王智勇 团省委
驻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桃镇大安平河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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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一端，二维码一扫，村里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病历、健康状况跃
然屏上。“有了它，以后不管谁来，
村民治病都不会被耽误。”8 月 3 日，
北镇市吴家镇徐姚村“第一书记”
孙敬东向记者展示他的“发明”——
村民电子健康档案。

眼前村民的方便、快捷，来自孙
敬东两年多坚持不懈的“步量”。
2018 年 5 月，孙敬东正式“入职”徐
姚村，在锦州医科大学当了多年教
师的他对农村多少有些陌生。不了
解，就去了解。他换好旅游鞋，挨家
挨户唠家常。半个月后，“白书生”
变成了“黑炭头”，但全村 57 户贫困
户的基本情况已牢牢在手。

谈起穷根，多半在病根上。大
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不仅贫困户，其实多

半村民一提起进城看病也有些打
怵。“看病不就是我的特长吗？这
就是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孙敬东
有了底气。

“大大，这是啥啊？”一进村民李
云峰家大门，他的儿子就跑出来

“挂”在了孙敬东的脖子上。“这是
一台复读机，给你的，要是英语再
学不好，我就打你屁股。”孙敬东

“吓唬”道。“孙大哥快坐，吃饭没？”
李云峰热情地招呼着。

这段“亲”就是两年前，因“治
病”结下的。那时孙敬东刚来村
里，就赶上李云峰的儿子摔伤了肌
腱。一听说治不好孩子可能落下残
疾，庄稼汉子顿时慌了手脚。孙敬
东闻讯立即开车带孩子到锦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帮忙跑手
续、找专家、办住院，还联系老师

给孩子补课。“就是我这个亲爹，
也没想这么全啊！”李云峰激动得
热泪盈眶，当场就要和孙敬东“结
拜”。

只要是村民的事孙敬东从不推
脱，妻子还曾因此抱怨道：“为自家
人看病你都没托过这么多关系。”

“村民就是我的家人。”孙敬东说。
渐渐地妻子理解了他，还成了村里
人在市里看病的“联络员”。

挨个帮，是办法，但不是最好的
办法。孙敬东走访了锦州市医保
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锦州市、北
镇市医保定点医院，完成了“五重
医疗保险精准扶贫政策解读”“贫
困户健康档案”“徐姚村脱贫信息
情况说明”，帮助村民通过政策扶
持，享受医疗待遇，带领村民逐步
治愈病根，争取尽早拔掉穷根。

要拔“穷根”先治“病根”

“第一书记”，第一担当，情洒热土，业筑田间。
从“客人”到“主人”再到“亲人”，全省2万多名“第一书记”已成为千乡万村的主心骨。
情感之花的盛开源自汗水、泪水的浇灌。多少“第一书记”的春节与村民共度，

一个多月未进家门却走访贫困户近百户次，帮老乡就医自己却病倒在桌案旁，掏自
己腰包为村里置办家当……

沉下去、住下来。“身入”更“心入”，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了解老乡的疾苦、倾
听老乡的心声、解决老乡的困难。

走在前、干在先。积极发挥帮带作用，出主意、找项目、帮技术，不断提升贫困

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真抓实干中引领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
2019年，全省“第一书记”共帮助乡村修建农田水利设施项目6900余个、村

路1.8万公里，帮助村集体增加收入4亿余元。
疫情期间，“第一书记”们带头参与卡点值守30.9万人次、入户排查104.5万

户次；累计筹措防疫物资90.3万件；走访慰问贫困户、五保户等6.1万人次，个人
出资购买生活用品和防疫物资10.6万件；帮助12.2万户、2000个农民合作社，销
售农产品1.5万吨；帮助乡村企业解决用工、原料配送等问题5000余个，推动
9000多家企业复工复产。

付出真心 收获感动

情

心里话 XINLIH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