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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凤双、王春雨、强勇

在黑龙江省多如星辰的 9000 余个行政
村里，甘南县兴十四村、尚志市元宝村、尚志
市长营村常常为人称道。

40 多年前，这三个村子还是远近出了名
的“三靠村”：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
靠返销。几代人受穷，落下了苦名声，就连周
边的姑娘找婆家，一听是这儿的，都急着一口
回绝。

如今，曾经一贫如洗的三个村子，成为了
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眼红”的亿元村、小康
路上的领头雁。附近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闺
女，都盼着有一天能嫁过来。

变化如何发生？
答案离不开三位平均年龄超过 71 岁的

老支书——— 付华廷、张宝金、张秀林。他们在
全国 50 多万名村支书中，普通却不平凡。

年轻时，他们从千里之外的山东，一路
“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依靠着苦干实干，他
们在农村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而今，这三位老支书仍闲不下来，继续带
着全村老少谋发展、求共富。他们在黑龙江基
层党组织中，形成了独特的“两张一付”现象，
他们是黑土地上三面与时俱进的旗帜。

实干引领

在残留着农村气息的狗吠鸡叫声中，记
者来到了长营村。

目之所见，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宽敞
干净。村子里工厂区和生活区划分整齐，投资
3000 多万元建成的公园比起城市也丝毫不
逊色。过去成天和泥土打交道的农民，现在也
能享受城里人的休闲。

长营村演绎的山乡巨变，正来自于村党
总支书记张秀林的带头苦干实干，引领示范。
如今的长营村不只是亿元村，还入选了全国
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村里人都说，咱农
民的生活不比城里差。

但在张秀林上任之初，村子账面上仅 3
元钱，还欠了 17 万元的外债。在那个年代，
17万元可是一笔“巨款”。

张秀林和班子反复商量，最后顶着鹅毛
般的大雪，进深山拉起了木头。

冬季的林场异常寒冷，4 个人分成两组
昼夜倒班，歇人不歇车。经过两个冬天的摸爬
滚打，他们给集体挣下了 5万多元。

靠这第一桶金，长营村慢慢积累，相继办
起了运输队、制钉厂、机修厂等村办企业，村
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长营村人均耕地只有 0 . 7 亩，在稀缺的
土地里刨食，拼一年也不够糊口的。咋办？张
秀林盯上了村里 1000 多亩的水坑，深的有十
几米，浅的也 6 米多。

很多人不理解，“这坑光靠人可咋填？”
“这不是瞎折腾俺们吗？”

为说服大家伙儿，张秀林走家串户地劝。
他说，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地，将来
咋来发展的本钱。

说干就干，13 年间，张秀林拖着六七种
病 7 次晕倒在工地上。村民马永坡回忆，冬天
老棉袄出门就被冷风啃透，回到家，冻得像石
头一样硬的棉鞋半天都脱不下来。

最终在张秀林的带领下，全村填坑造田
1480 亩，是原来一个半长营村的土地面积。

千亩大坑变成了道道粮川，成了村里的
“钱袋子”。原先说风凉话的人服气了，都说张
秀林办事实在、靠谱。

与长营村一样，兴十四村、元宝村也在老
支书的带领下，弯大腰，流大汗，彻底翻了身。

元宝山曾是座秃山，每逢大雨黄土冲进
河道。张宝金领着全村老少一干数十年，元宝
山披上了绿装，万亩生态林从哪个方向看树
都成行。

青山绿水带来金山银山，林中的循环农
业基地、旅游等产业让百姓得实惠。村民姜春
清有 500 亩林地，按每棵树每年自然增值 10
元计算，一年闭着眼睛赚 40 多万元。

“与其等靠要，不如甩开膀子干。”三位老
支书透露出一样的朴素想法，说了算，定了
干，多大困难都不变。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认为，三个村子的样
本价值之一在于不等不靠，发扬了闯关东精
神，苦干实干拼命干，贯穿起整个乡村致富
路。

集体带动

80% 多的村民住上了花园别墅、50% 以
上的家庭有私家车、年人均纯收入达 7 . 6万
元，看到这些“亮眼”的数字，很难相信这里是

农村。
来到有“龙江第一村”之称的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兴十四村，街面上车水马龙，一片喧嚣
繁华。

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说，兴十四村仅
2% 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余人都在村办
企业上班。

村一级经济的发展水平，关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数十年来，兴
十四村抓住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个关键，
从现代农业、工业、农村合作组织等方面发
力，壮了集体，富了村民。

1983 年全国开始推行“大包干”。付华廷
认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都适用一个
模式。

在当时，兴十四村已过上“大囤满，小囤
流”的生活，村民年人均收入 2050 元，人均占
有粮食 7705 斤，家底很厚实。这让付华廷认
准了继续走集体经济的路子。

虽然没包产到户，但兴十四村对传统经
营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了统一核算、超奖减罚
的生产责任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劳动“大帮
哄”和分配的“大锅饭”问题。

近年来，全村进一步完善激励制度。村民
陈丽艳一家在村企上班，不算固定工资和奖
金，两口子根据贡献大小，去年还有 3万多元
的分红。

随着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同步也
得到了更多实惠。

上世纪 80 年代，当城里人还在看黑白电
视，兴十四村已统一购买了彩电，免费分给每
户村民，成为全国第一个彩电村。

从 2002 年开始，兴十四村用集体经济积
累推进小城镇建设，让全村绝大部分人住进
了别墅。每栋别墅村里补 25万元，个人只拿
10万元。

兴十四村只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缩
影。

在长营村，张秀林每年把村办企业纯利
润的 60% 拿出来，给全体村民。包括给老人
发养老金、考上大学给奖金、买房或盖房给补
助、村民合作医疗费用全由村里出等，这个做
法已经延续了 30 年。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黑
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瑶说，解
析三个村子的“富裕密码”，绕不过发展农村
集体经济这一核心词。三个村盘活集体资产
的同时，加速完善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
使农村生产生活极大改善。

超前发展

村子强不强，还看领头人。从穷山沟沟到
亿元村，三个村子每次发展的“加速度”，都源
自老支书们率先谋、朝前看、向前干的超前意
识和敢闯敢试。

驱车前往位于张广才岭深处的元宝村，
这里是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
地、名声在外的“中国土改第一村”。

曾经，《暴风骤雨》里的男主角赵玉林因
为穷得没衣服穿，被人喊做“赵光腚”。那么现
在，“赵光腚”的后代又怎样了？

在当年土改工作队打下第一根桩子的东
大壕地，这里早已经立起了新坐标——— 旱田
改水田示范区。

村子里的种粮大户王成杰说，6 年前种
玉米既省事，效益还好，但就在大家闷着头干
时，老书记却想在了前头，于是有了这片示范
区。

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算了笔细账，玉米
1 亩收入 1133 元，普通水稻 1564 元，“稻花
香”水稻 2030 元，这个差距可不小。

张宝金建议改种水稻。有人不服气，但他
没有“强压头”，而是带着党员试种。在连年丰

产创收下，带动了全村水稻从 2012 年 700
亩，增加到现在 5300 亩，已占全村耕地面积
一半多。

“农村要富，工业是火车头。”张宝金作出
判断。在改革开放初期，元宝村就集资办起农
具加工厂，后来又陆续建了筷子厂、铅笔厂等
企业。

目前，元宝村以铅笔、铅笔板为主导产品
的企业数十家，铅笔产量最高时占全国 1/4，
被称为“亚洲铅笔之乡”，全村户均存款达 18
万元。

如今，“赵光腚”的后代富了。但即便今年
已经 77 岁，张宝金的思维和脚步仍没停下
来，站稳产业发展的前沿，这一直是他的追
求。

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张宝金琢磨
着，村里年产 2 亿支铅笔，但每支利润不足 1
分钱的模式必须淘汰掉了。他提出低端改高
端，提高附加值，又一次走在了同行前面，现
在每支铅笔利润 1 毛多。

不止元宝村。兴十四村从市场实际和本
地资源出发，1984 年就建成了全国第一家农
村乳品厂，至今全村已形成高科技含量的化
工产品体系，销售网络遍及大半个中国。

长营村是国家级红树莓出口质量安全
示范基地。当市场上红树莓冻干产品附加值
超过了速冻产品，张秀林为占领国际市场多
次考察，打造出国内领先的 FD 冻干生产
线。

党建强基

在正进行的十九大报告学习中，兴十四
村抽调骨干、教师、大学生村官组成了辅导
团，不仅 120 多名党员学，还发动全体村民一
块学，做到每人都有发言和录像。

村民周茂林因为忙于生意错过了集体学
习，为此村里专门给他安排了“补课”，一个都
没落下。

农村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自上任以来，
三个老支书面对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坚持把
夯实党建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三个村子里，凡涉及农业、农村、农民
利益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和重要工作，都要
经过党组织讨论决定，这已成为制度，有效防
止了村级党组织的弱化和边缘化。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张秀林和班子
反复研究论证，把数十家村企整合成五大公
司，并探索出“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把党组
织建在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上，带动了周边两
镇一乡 2000 余户村民靠种植浆果致富。

在三个村子里，凡事相信党，把脚步踩在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道眼上，把党的组
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是他们奔向
小康的秘诀之一。

39 年来，元宝村两委每天早上 6：30 前
都坚持召开晨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晨会
传达，村里大事小情也在会上讨论。村里每半
年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每季度召开支部委员
会，每月召开党小组会，逢中央出台新政策，
随时增加“三会”。

“不学政策，路从哪来？”张宝金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年龄大，但他坚持学
会用智能手机，开会录音，回来反复听，遇到
不懂的，随时上网查。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农业科
技，元宝村的关键词是试验水稻种植技术。

2014 年至 2016 年，中央连续把农业现
代化写入一号文件，元宝村大力推广水稻新
品种新技术。

2017 年，一号文件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作为主线，质好价高的“稻花香”水稻在
元宝村大面积推广。

在三个村子里，党组织堡垒的作用不断

强化，党员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党在基层的凝
聚力明显增强。

去年秋收前，一场“夸富会”在元宝村举行，
由水稻种植大户向全村人“秀收成”。党员郇德
金在村里最先种“稻花香”品种，尝到甜头后他
主动帮助村里人，对有顾虑的农户现场保证：
“我免费教技术，如果按我说的干亩产达不到
1200 斤，我赔钱。”

人群活泛了，大伙纷纷说，“有老书记带着，
有党员保底，还怕啥？”

小说《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说“共产党员
就得多想人家的事”，三位老支书也常说，一个
人好，不如一个村好。党员干部不仅自己能致
富，更要带动全村人一起富。

数十年来，三个老支书都在连续十几届的
换届选举中连任。兴十四村每次换届从来都不
设候选人，都是把一张白纸发到党员的手里，
愿意选谁就写谁，但村党总支的主要成员已经
连续近 40 年当选。

传承接力

又一道岁月的年轮划过，被皑皑白雪覆盖
的广袤的黑土地，悄无声息酝酿着新一年的生
长。

进入 2018 年，张宝金 77 岁，付华廷 69
岁，张秀林 68 岁，三人的平均年龄 71 . 3 岁。

在采访期间，记者看到张宝金每天都要吃
上一大把药，有管血压的、有降血糖的、有软化
血管的，五颜六色。

张秀林同样一身毛病，仅从 2010 年以来，
他已经做了不下 6 次手术。

付华廷长期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糖尿病
并发症折磨着他。医生让他每天睡足 8 小时，
但他三点半公鸡一叫就起床，老伴为此杀了鸡
也不顶用，他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不久前，付华廷因劳累过度晕倒撞断
了肋骨。支部开会研究，今后只要他出差，身边
最少带一个人，吃住在一块，寸步不离。

从当上村支书那天起，三人的共同愿望就
是带着全体村民富起来。现在这个目标实现
了，但老支书的年纪也大了，他们都想过卸下
担子歇一歇。

“我已经 77 岁了，再干怕耽误村里发展，我
想退下来，给年轻人让路。”张宝金说。

张秀林也数次计划着退休，老伴和子女不
止一次劝他回家享享福。但百姓知道了不答
应。村民约好了，轮流去张秀林家做他的“思想
工作”。

三个村子的村民说，瞅着老爷子挨累我们
也心疼，但他不能退，有他在我们的心里就有
底。

党员们留，有老支书掌舵，村子将来能发
展得更快。

支委们劝，我们的境界、思路都不如你，你
还得领着大伙干下去。

一方面是百姓不舍、不让，另一方面是“接
班人”的问题，成了老支书们心头的大疙瘩。

近年来，农村人才外流、村组干部年龄老
化、年轻干部跟不上等问题，不只是在元宝村、
长营村等亿元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一些落后
地区更为明显，这给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
小影响。

记者采访时发现，少数村子里流传着“一流
人才去赚钱，二流人才去种田”的顺口溜。基层
干部介绍，农村有了人才，才能有致富的能力，
但现在农村人才队伍日益萎缩。既要思想好、
群众认可，又要懂市场、能力强，这样可供选择
的人不多。

三个老支书认为，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强化
“人才先行”。除了能吃苦，能吃亏，接班人还必
须具备吃透政策，吃透市场的能力，这样才能
在带领全体村民发展产业、奔小康的道路上先
人一步、走向共同富裕。

曾经一贫如洗的三个村子，如今成了让十里八乡乡亲们“眼红”的亿元村

黑龙江三个“亿元村”老支书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蒋成、肖艳

新年伊始，贵州两名年轻
的女干部却接连不幸倒在天寒
地冻、蜿蜒崎岖的扶贫路上，令
人扼腕叹息。

2018 年 1 月 2 日下午，贵
州省遵义市总工会“90 后”扶
贫干部徐梅在赶往习水县督导
扶贫工作的途中遭遇车祸，不
幸去世，年仅 25 岁。

噩耗传来，哀声四起。徐梅
殉职后，她的生前同事、亲友以
及习水县干部群众纷纷来到殡
仪馆，寄托哀思。徐梅的男友，
今年即将毕业的天津大学研究
生，哭成了泪人儿。

走进徐梅工作过的办公
室，她的工作牌还摆放在办公
桌上，可是现在，她再也回不来
了。“认真、好学、细致、开朗、朴
实……”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

“路再远，坡再陡，徐梅都
坚持和大家一起走访。”徐梅在
督导组的同事吴建强回忆，有
一次和徐梅一起到习水县桑木
镇香树村走访，路程有 40 多公
里，行车也需要两个多小时，且
道路坎坷。途中一段小路比较
危险，有人提议让徐梅在原地
等大家回来。“可她拒绝了，与
大家一起走过危险路段，共同
完成走访任务。”吴建强说。

每天入户走访回来，小组
要对当天督导的情况进行研
判，经常工作到晚上一两点。徐
梅还要对督导的情况进行归类
统计，有时同事劝她明天再做，
她都坚持当天工作当天完成。

“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
感动自己。”这是徐梅的微信个
性签名。

2018 年 1 月 3 日，贵州省总工会决定：追授遵义市总
工会女干部徐梅同志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1 月 5 日，贵
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青年
联合会决定，追授徐梅同志“贵州青年五四奖章”，贵州省妇
女联合会追授徐梅同志为“贵州省三八红旗手”。

同样是年轻的生命，同样在扶贫路上，1 月 4 日下午，
贵州六盘水市第十三中学教师潘玲玲在和同事们前往保华
镇奢旮村走访结对帮扶贫困户的路上，所乘坐的客车坠落
山崖，潘玲玲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年仅 31 岁。

潘玲玲 2010 年 10 月参加工作，七年来历任语文教师、
班主任、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因工作成绩突出，被钟山区教
育局授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的称号。2017
年，在钟山区和六盘水市初中语文优质课比赛中，两次荣获
一等奖，是六盘水市第十三中学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力量
之一。

听闻潘玲玲遇难的噩耗，她生前结对帮扶的贫困户祝
少华和学校师生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殡仪馆，向潘玲玲
的灵柩肃立默哀并三鞠躬，表示深切的哀悼。

“每次来家里，都是一种相聚。今后，再也见不到潘老师
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看到我过上好日子。”看着遗
像上熟悉的面孔，祝少华泣不成声，“潘老师人这么好，现在
突然走了，到现在村民们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一定不会
辜负潘老师的心愿，自力更生，争取早日脱贫。”

连日来，数十家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纷纷聚焦徐梅的
先进事迹，徐梅因公殉职的消息很快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网
友们深刻悼念、寄托哀思：“梅花偏向苦寒开，凌寒怒放独傲
霜。百姓记忆留芬芳，香消玉殒更久长。”“你走了，浓眉、大
眼、爱笑的女孩。你走了，走得如此匆匆，来不及给亲人挥挥
手，哪怕一次回眸。你走了，带着脱贫攻坚的使命。”“脱贫攻
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走了，留下燎原万丈的星星之
火，向徐梅致敬！”

潘玲玲因公殉职后，贵州民族报等地方媒体开展报道，
在微博、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网友们发出悼念：“扶贫路
漫长，人人繁忙，美女潘师常下乡。总是问寒又问暖，村民赞
扬。”网友评论：“一缕芳华，一柱清香，愿这位优秀的人民教
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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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强、李凡

新年伊始，贵州基层两位年轻的扶贫干部徐梅、潘玲
玲，接连因公殉职，不幸倒在扶贫路上。她们风华正茂，冲在
脱贫攻坚战场第一线，却瞬间燃烧了自己的青春，献出了年
轻宝贵的生命，让很多人感动和惋惜。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期，特别
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十分艰巨。像徐梅、潘玲玲这样
的广大青年干部奋战在一线，深入群众，夙夜在公，为脱贫
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客观上，扶贫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需要干部们拼搏实干、辛劳付出。脱贫攻坚战不仅
流汗流泪，甚至要流血牺牲。过去 3 年，全国已经有 100 多
名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牺牲。对那些长期坚守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基层扶贫干部，我们应有更多的关心与爱护，让他
们出行有安全、吃住有着落、病累可休息，通过切实的保障
解决他们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

关爱基层扶贫干部需要建章立制。要优化目标科学考
核，让基层扶贫干部从繁琐的迎检资料准备中抽身出来，投
入实际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既要嘘寒问暖也要让基层扶
贫干部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营
造尊重、关心、爱护扶贫干部的良好社会风气。

关爱基层扶贫干部还要把重点培养、优先提拔落实到
位，在干部任用、表彰奖励，待遇补贴、人文关怀、抚恤救助
等方面，让肯实干苦干、群众满意的基层扶贫干部得到最大
的“实惠”。

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在一线，关键看干部。唯有注重关
心和爱护奋战扶贫一线的战士，最大限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才能最大程度激发他们的热情、提振他们的士气，脱贫攻
坚才能扎实推进。 新华社贵阳 1 月 14 日电

给基层扶贫干部

更多关心和爱护

王金金、王鹏、戚筝

进入达玉村只有一条从祁连县城依山而行
的羊肠小路，这条路崎岖坎坷，隆冬时节路面经
常结冰。为了达玉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这条路，
文长太不知道走了多少次。

达玉村隶属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
县野牛沟乡，平均海拔 3800 米，是一个完全牧
业村。这个偏远的高原山村今年的生产分红高
达 260万元，最多一户人家分了 14 万元。牧民

们告诉记者，他们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离不开生产经理文长太。

文长太是土生土长的藏族汉子，是村里
第一批富起来的人。2013 年文长太当选达玉
村党支部副书记。“自己富裕不是本事，让全
村人都富起来才是我的目标。”文长太说。

2014 年，青海省作为全国首个草地生态
畜牧业试验区开始在各地展开生态畜牧业试
点。文长太主动承担起建立达玉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的工作。在他的带动下，达玉合作社成

为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批试点合作社。
成立 2 年多，通过不懈的努力，2017 年合

作社纯收入达到近 670万元。仅有 30 多户参
与的达玉合作社如今年终分红高达 260 万
元。牧民赛什吉加说：“入社之前，我辛辛苦苦
放牧一年收入也只有 5万元，现在不仅入了
社，还当上了合作社的放牧员，年收入有 15
万元。”同样加入合作社的公保才旦说，自己的
年收入相比入社前翻了一番，“我们相信文长
太，愿意跟着他干，他是达玉草原上的雄鹰。”

除了担任合作社生产经理，文长太还是
达玉村村警。2016 年，两名游客在野牛沟乡
八一冰川游玩时被困，生命危在旦夕。文长太
主动与当地派出所民警前往救援，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气温下，他在海拔 4800 米连续工作
8 个小时，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使文长太胆
结石发作，但他仍然坚持到了最后。

“别人遇到困难，我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助
他，因为我觉得我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帮助
我。”文长太说。 据新华社西宁电

偏远高原山村，户均分红近十万
记祁连山脚下的致富领路人文长太

▲张秀林 ▲张宝金▲付华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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