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白面书生”到实干书记 蓝莓展蓝图

2018年5月，李明哲作为第一书记到丹东
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上任。在了解村里的情
况后，他和岔路村党支部达成共识，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实力是目前的首要工作。

想要发展就得讲究因地制宜，李明哲与村
“两委”研究，确定了以小浆果为主导产业的壮
大村集体经济之路。到2019年末，岔路村集
体收入突破70万元，村集体资产达1000万元
以上，村民人均收入增长到17000元。

从村民误会是来镀金的“白脸书生”到大
家认可的第一书记，李明哲说：“我想让我的足
迹走遍岔路村的每一寸土地，用真诚关怀、扎
实勤恳的工作回馈老百姓的期望，用奉献书写
驻村干部的别样青春。”

2018年 5月，引进蓝莓种植项目，年产量可

达10000公斤，产值30万元左右，纯利润10万元

以上。

2018年6月，筹集资金200万元，新建草莓、

蓝莓温室大棚15个，一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3.9万元。

2018年8月，为全村20多位生活困难的残疾

人争取轮椅、马桶、拐杖、冰箱、助听器、割灌机等

器具20多件，为贫困儿童送去衣服、书本和现金，

价值6000余元。

2018年10月，解决全村10公里的硬化路面，

全村所有路段全部实现黑色路面。修复河坝3公

里。

2018年 12月，为村里贫困户拉来赞助7000

余元，第一书记李明哲个人出资3000余元，为30

户贫困户送去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2018年，岔路村集体收入突破50万元，村民

人均收入达17500元。

2019年 4月，扩大蓝莓园种植规模，新栽种

蓝莓树3000棵，新栽种35亩软枣子园，年产量可

达36000斤。

2019年5月，争取资金60万元，计划建设200

吨冷库一个，预计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

元。

岔路村
脱贫攻坚大事记

第一书记手记

2018年
5月
7 日，是我入村的第一天，其实压力很

大，曾有人背后议论：“一个30多岁的‘小白
脸’，在村里能做什么？是来镀镀金，回去
好提拔吧！”得知这样的说法之后，我心里
不得劲儿，但也知道，自己没有不高兴的底
气，毕竟我确实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工作。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就要有
所作为。不会我可以学，不懂我也可以
问。于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到村民
家走访，问问大伙有啥困难，听听他们有啥
意见。我兜里装着一个小本，把村里的人
口数、土地面积、经济收入、产业、低保户等
情况都记录下来。通过走访，我很快熟悉

了村情村貌，算是为我开展驻村工作打下
了基础。

俗话说：“手里没米，叫鸡不理”。发展
村集体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帮助老
百姓增产增收，抓好“两个一批”是我们选
派干部的使命和职责。岔路村一直也没有
集体收入，为此，我和村“两委”成员一起研
究岔路村的发展路子。在多次召开村民代
表大会、征得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村里确定
了以小浆果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

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也都是问题，想
发展经济，首先得寻求合作。于是我们村
与东港圣野种植合作社取得了联系。但是

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部分人不同
意，觉得不如买一个门市房，每年收房租，
感觉更稳妥，不至于赔钱。为了做通他们
的工作，我费了不少力气，告诉他们要想富
就得发展，就得迈开步子去拼去干。而且
发展小浆果是经过多方考察，也听取了专
家的意见，并不是盲目投资。

经过多番努力，岔路村终于引进了蓝
莓种植项目，与丹东圣野种植专业合作社
共同经营岔路村一组占地 93 亩、总投资
120万元的蓝莓园，蓝莓品种主要是蓝峰和
瑞卡，年产量可达10000公斤、产值30万元
左右，纯利润10万元以上。

第一书记说：
“为贫困户多做点实事”

村里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学习用具

方面存在困难。于是2018年8月，我与团市

委联系，为村里十余名贫困儿童送去书本和

现金等，价值6000余元。我还记得在村民

康勇家中，当孩子接过新衣服和书包时说：

“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刻苦学习，做一

名有出息的人，长大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孩子简单的话语却对我触动很大，我

在心里默默地下定决心，要力所能及地为贫

困户多做点事情，我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

的。2019年春节前，为使村里贫困户都能过

上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我拉来赞助7000

余元，个人又出资3000余元，为30户贫困户

送去慰问金和生活物资。

引进蓝莓种植项目 年产量可达10000公斤

2018年
6月
为了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与财

政部门联系，筹集到资金 200万元，在岔路
村1组新建草莓、蓝莓温室大棚15个，占地
约100亩，以发包的形式租给村民，通过“支
部+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一年可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33.9万元，实现村集体与村民
双赢的致富目标。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建设之初，村
“两委”付出很多辛苦，我和村支书郎庆利带
队到地里施工建设，连续两个多月不休息，
在建设过程中每个人都累瘦了、晒黑了、满
身的泥土。

当 15个温室大棚建好之后，难题又一
次找上了门，岔路村的老百姓都是以柞蚕种

植为主，大家都不会种植草莓和蓝莓，大棚
租给谁呢？

于是，我跟党支部书记研究决定召开党
员大会，让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带领村组一
起致富。

可村里的党员也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毕竟没有小浆果种植经验，如果经营
不好，可就是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带领村民
致富，反而让他们产生厌烦的想法。

于是支部书记亲自带头租大棚，带领村
民一起干，我也通过网络媒体对外宣传招
租。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 15个大棚租了
出去。为了保证草莓和蓝莓的种植技术，我
们多次聘请农业专家到棚区进行技术指导，

主动联系销售商，帮助村民销售小浆果。经
过大家一年的努力，村里租大棚的村民都挣
到钱了，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的务工人员，现
在村民都知道种植小浆果挣钱，村民主动到
村里申请要租大棚种植小浆果。

为了更好地保证蓝莓、草莓项目发展，
使当地的小浆果产业做大做强，我又联系上
级部门争取到了300万资金，计划建设500
吨冷库一个，预计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40
万元，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再上新台阶。

村集体经济初见成果，挣来的钱可以为
百姓解决民生问题，修路、修桥、安装路灯、
修广场……大伙感受到了实际的效果，知道
发展是对的。

“支部+基地+农户”模式 一年增收33.9万元

村里老乡说：
“办了很多实事，大伙信任他”

“也就两年工夫，这村里变化可太大了！”

村民张媛媛说，岔路村原来也就种个玉米啥

的，也卖不了几个钱，大家干完自己家的农

活儿，想到附近打个工，都得像求人似的才有

活儿干。可是李书记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有好政策他去给村里联系，有好项目他去跟

人家谈合作，把专业的人请过来，帮村里扣大

棚，种草莓、种蓝莓，这才几年的工夫啊，那生

活水平明显不一样了。

张媛媛说，之前大伙出去打工，一年大

概也就能挣个七八千，就这样活儿也不好找

呢，可是现在村里有了暖棚，一年四季都有

活儿干，再也不用去求着人家干活，而是都

主动上门找你去帮忙干活，想打工都不用往

外走了，在村里就行。原来干一个小时，雇

主给八九元，现在都涨到了12元，连冬天也

闲不着。以前觉得日子得紧巴着过，如今收

入多了，不仅够用，还能攒点，真是越走路越

宽广的好日子。

“现在村里大事小情都找李书记，他给村

里办了那么多实事，大伙都信任他，因为他是

真的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张媛

媛还记得，就在前不久，春节过后下了一场大

雪，正赶上草莓下果的时候，李明哲眼看着雪

越来越大，立刻带着大伙开始扫雪，如果不是

他领着头干，那场大雪很可能会把大棚压塌，

那棚里的果就都完了，是他挽回了大伙好几

个月的心血，当时种植户一个个都感动得不

知道说什么才好。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李明哲走访村民，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本人供图

李明哲在蓝莓大棚中帮村民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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