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卖花生到榨花生油 他叫“复兴史”

现任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机关服
务中心副主任的史复兴主动请缨，受省委组织
部委派，于2018年3月16日到锦州市义县张
家堡镇榆树屯村就任第一书记，和局里其他5
名同志一道参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
2019年5月，荣获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辽宁省税务局党委始终把扶贫工作当做
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
过问、亲自协调，指出"对扶贫工作怎么重视都
不为过"，多渠道筹措资金，为扶贫工作队提供
坚强后盾和有力保障。当过兵的史复兴做事
儿讲究出实招、拼速度，刚到任就遇到了几年
来最严重的的旱情，地里干得冒烟儿，路不好
拉水车还进不去，他3天就打出了26眼水井，
筹措资金，20多天就修了两公里田间路。

2018年 4月，春耕抗旱，申请26万元专项款

打130米灌溉井26眼，改善灌溉面积900余亩。

投入5.8万元帮助村里选购了4套品牌过硬、质

量可靠的发电机及水泵等提水设备。筹措20万

元资金铺设两公里田间作业路。

2018年5月，筹措投入资金10余万元，帮助

村民打7眼深水井，并盖上井房，配齐提水设备，

解决村民吃水难问题。

2018年 6月，协调投入65万元专项扶贫资

金，援建240平方米文化活动站和1800平方米党

群文化广场。

2018年 9月，筹集投入资金8.69万元，为张

家堡镇卫生院购置了一台救护车。

2018年10月，筹措资金为村里捐建300平方

米休闲健身广场，6盏路灯和6万元健身器材。

投入4万元，为敬老院打170米深水井，并配备水

泵及微机给水设备。

2019年10月，总投资700余万元的榨油项目成

功榨出第一桶花生油，正式投产后，每年将为村集体

带来20万元收入，并解决村内贫困人口就业30余人。

2020年3月，引进总投资1000余万元食用菌

农业项目，以“政府+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将采取“订单种植”模式，杜绝

卖不出去的难题，同时吸纳贫困户优先在大棚务

工外，农户每年还可享受分红。

榆树屯村
脱贫攻坚大事记

第一书记手记

2018年
3月
连续几年雨水都不好，今年更是旱得

厉害，到现在一场像样的春雨都没下，地里
干得直冒烟。田间路坑洼多车过不去，村
民只能拉水管或者抬水浇地。干旱导致地
下水位下降，有的村民家里的水井也彻底
没水了。

做完治理规划连着跑了几天，争取的
扶贫专项资金到位，租的 10台打井机器同
时开工的这 3天，真是连忙活加上高兴，晚

上都睡不着，今天 26眼灌溉井终于都出水
了。这回不管天咋旱，我们村的这些大田
里的花生秧都能有水解渴了。

筹措了 20万元的资金，田间路的修建
铺设工作今天开工了。看见施工车，老乡
们都上我这儿打听，我监工的一上午给他
们讲解：“按照规划，这条两公里的田间路
1.7 米宽，保证两台农用车能错车，为了保
证路基稳固，水泥灌注有30厘米厚，以后大

家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地头了。”涉及到的这
个村民小组的老乡都挺高兴，10 多户人家
自己还排了班，说要每天到施工现场帮着
看护路面。

在辽宁省税务局的大力支持下，10多万
元的投入资金，打了 7眼深水井，一天就出
水了，村路上的水井确保村民可以就近取
水，每眼井上都盖了井房，配上了电动提
水设备，终于结束了村民吃水难的问题。

第一书记说：
“感受到这一年真没白忙活”

成功榨出第一桶花生油，我和20多位

村民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从榨油机初榨时的香味，到清亮的花生油

装进油桶，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年真没白

忙活。

厂子里今天歇班的工人也特意来看

出油，都觉得挺自豪、有奔头，他们这 30

多人都是村里的贫困户，现在在厂里工

作，每月有2500元的保底工资，成功出油

以后还有经营提成，肯定就能脱贫了。

我也跟村民承诺，咱自己村的村民带着

花生来厂里榨油，不收手续费，让每个人

都有实惠。

为村里修路 解决村民吃水难

2018年
8月
特别定制的救护车到镇卫生院了，上

车看了看，有我特别要求加上的氧气瓶，有
专门针对镇上村民高油高盐的生活习惯，
导致脑血栓和心梗疾病高发的应急药品和

药品柜。再出现危重病人，再也不会因为
没有车出现救护不及时的问题了。

“娘家人”省税务局和县镇领导给予
全力支持，投入 65万元专项扶贫资金援建

了 240 平文化活动站和 1800 平党群文化
广场验收交工了。老战友支持我工作，给
村里捐建了 300平的休闲健身广场也建好
了。

村里有了文化活动场地 镇上有了救护车

村里老乡说：
“史书记是我家孩子的榜样”

学习好不用家人操心的女儿是村民老
张最引以为傲的。“今年考试全年组前 30
名，老师都说以后能考上个好大学。”老张
和爱人都有残疾，2018 年女儿考上高中后
需要住校，学费和生活费成了这个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的难题。

“家里多难也不想让孩子知道，就是省

和想办法借呗。”老张说他找亲戚借来了女
儿的学费。女儿上学后，他和爱人在家基本
上就是吃自家院子里种的菜，菜吃没了，也
不买，就拿咸菜对付，就是想省点钱给孩
子。史复兴是走访时赶巧遇到孩子回家取
生活费，得知情况后，他告诉女孩安心读书，
他会每学期资助6000元直到她考上大学。

女孩对史复兴说，她的理想就是当一
名护士，以后能治病救人，还能照顾残疾的
父母。老张说，这些他之前都不知道，有了
史书记，女儿有啥都愿意咨询史叔叔，“学

文学理啥的，我也不懂，她就问史书记，他
是我家孩子的榜样。”

院墙外水井边打水的村民老刘说，连
年干旱，水位下降，自己院里的水井干涸，
打不出水，大家都到村中间的重点水源井
里拉水吃，现在新打的水井就在村路上，连
接的水管能直接拉到家里，就跟自来水一
样方便。“一口井能就近解决周边 4家吃水
问题，想用水走出家门，拉上泵闸就有水，
比以前压水井还省劲儿。”

辽沈晚报驻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2019年
2月
从外出考察调研，到立项引进榨油项

目，几个月来就是四处找朋友学业务、问良
策，终于引进沈阳一家榨油企业。

企业老板也承诺，要为贫困村壮大集
体经济做点奉献，三年后厂子归村集体所
有，正式投产后，每年给村集体带来20万元

收入不成问题。实现了花生的加工增值，
增加了集体收入，又安置了农民就业，这条
路走对了。

从卖花生到榨花生油 收入翻番能就业

史复兴（左一）在榨油厂查看榨出的第一桶油。 受访者供图

新村部更敞亮，史复兴的脸上难掩喜悦。 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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