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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建文在红色文化展馆为干部讲解革命历史

郭建民通过大喇叭为村民讲解党的政策理论

穆允青查看水井附近柿子树的挂果情况穆允青查看水井附近柿子树的挂果情况

田煦荣为社区居民答疑解惑

田益才回访贫困户房屋修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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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 2005 年 11 月底晚

上十一点多，我正在家里睡觉，突然接到朋友

的电话，说：你们村村民自发地把你选为村委

主任啦！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常年不在

村里，况且我是市民户口，没这资格。朋友

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但我还是觉得不

可能，就继续睡觉去了。

半个月后，镇里通知我，说，选你当村长可是

费事了，因为你是市民，按理是不可能的，市民政

专门向省民政厅做了请示，人家给批复了三个字

“随民意”。这样我就当上了村委主任，随后镇党

委又任命我担任支部书记一职。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民村人，对家乡有感

情。既然老百姓把我选成了村长，我就接过

了这副担子，好好干。由于地处旱塬，靠西没

资源，靠东没水源，当地流传这样一句俗语：

“旱塬水缺，唾唾洗足。”人们曾戏称新民村：

“一产差、二产弱、三产没着落；吃水难、行路

难、挣钱难上加难。”

解决村民吃水难、行路难，首先要解决钱的

问题。我的办法就一条很简单，自己贴钱干！自

来水主管道，加上各家入户的分支管道，加起来

有将近一万米，我全部掏钱给买了回来。搞工程

不给老百姓添负担，我找来两个工程队，一个工

程队负责铺自来水管，另一个工程队负责硬化主

干道路、修建水塔。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施工，

花了100多万，两大工程顺利完工。

自来水用了两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井水

根本就不够用，经常出现断水、停水现象。2016
年冬天启动第二眼深井工程，当打到98米深时，

钻头出乎意料折断了，施工队不干了。那年整个

秋冬，我和新民村两委、全体党员干部，日日夜夜

与工人们一起坚守在工地上，守着一个小小的电

暖气，围坐在一起，在争辩与说笑中探讨着解决

一个个困难的方法……

腊月二十七，历时 90多个日日夜夜，耗资

69万余元，200余米的深井全面竣工，全村人

迫在眉睫的饮水问题终于解决了。

编者按：
他们是致富一方百姓的带头人，是服务群众的贴心人，是维护基层稳定的责

任人，是社会文明的引路人。习近平总书记说，他们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们紧紧

凝聚在一起。他们具有强大的“磁力”，产生持久的吸引力，能与群众说在一块、站

在一起、坐在一处，始终与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走近基层党组织书记，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起感受他们的强大吸引力。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扎

实推进“基层党组织整体提升年”活动，在建党 97 周年来临之际，孝义市委组织部

在全市范围内选树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这样当党

支部书记”故事会活动，充分发挥优秀书记的引领、带动和辐射效应，使全市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有标杆、比有榜样、做有标尺、干有方向、赶有目标，进一步激

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的热情和动力。

“横变竖变仁义的道儿，下雨天是水

泥路，太阳一晒硬叭啦”这是 2009年以前

仁义村老百姓编的顺口溜，那时候的仁义

不单单是穷，还时时处在各种矛盾纠纷容

易爆发的不稳定阶段，对上工作完不成，

对下村民收入没有盼头，“两委”班子在群

众中越发失了威信。

看着破破烂烂的家乡和捉襟见肘的

乡亲父老，我难过着也深思着。2009年初

农村“两委”换届时，我把心一横，一肩挑

起了为百姓谋利的重担。一上任就规范

两委规章制度，把班子建设抓在手上。事

事“两议会”讨论，大事小事村民全知晓。

在理顺党心、民心后，根据仁义实际推出

“仁义村三年发展计划”蓝图。公开公正、

阳光透明，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使得村

民对干部的信任重拾，好的干群关系链重

新建立。

依托区位优势，确立以芦笋种植为主

导的“一村一品”发展模式。积极联系北京

农林科学院芦笋研究中心争取技术支持，

打造了“仁义村千亩芦笋种植基地”，搭建

了产供销一条龙体系，解决村里剩余劳动

力 100余人。现在仁义村芦笋种植面积达

到了 980余亩，总投资 600余万元，这片芦

笋地，每亩每年创利在一万元以上。一次

种植就能收益 13年，项目的启动，让仁义

的父老乡亲获得了两份收入，一份是入股

分红，一份是就近就业的劳动报酬。

依托孝义独有的人文底蕴和红色历

史，我多方筹资 1000余万元，积极对村内

清代建筑进行恢复性修复，建设了以“永

远的的毛泽东”为主题的纪念展馆，有效

传承红色文化，逐步形成独具潜质的红色

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胜地。

民心凝聚路、特色富民路、红色文化

路，我用行动赢得民心，以一颗赤诚之心

奉献这块热土，耕耘仁义村的未来。

农村治理最大的武器就是民主公正，

最大的问题就是优亲厚友，先私后公。从

34 岁被任命为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到如今

24年以来，东庄村集体经济持续稳固在百

万元以上，村情和谐、群众幸福感、安全感

与日俱增，村党支部、村委多次获得国家、

省、市 30余项奖项，关键就是始终坚持了

民主公正的底线原则不动摇。

东庄村先后推行了“五议一评两公

开”“四议两公开”以及“五议两公开”工作

法，充分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

督权。凡是重大事项、重要开支、重要决

策，都要经党员群众大会讨论表决通过。

在我村，每月 1日和重要节日我们都

要组织党员群众召开会议。每次会议在

强调和安排当前工作的基础上，我都要

结合形势发展和政策要求，给参会人员

讲党的政策理论。近年来，仅准备的各

类讲稿和发言材料累计达到 10 万余字。

每月 25日我们都要雷打不动召开主题党

日活动。每次会议我们都是通过 16个无

限喇叭同步播放，因此全村群众都能听

到。农村低保评选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在每次低保评选时，在申请户自我畅述

申请理由的基础上，我们都要组织村民

投 票 表 决 ，按 得 票 多 少 确 定 低 保 名 额 。

在我村民营企业当中，有些经营者与我

是亲戚关系，但在占地上缴上我从不含

糊，一视同仁。都要求村其他干部如实

丈量占地面积，按标准签订占地合同，每

年兑现上缴款都要求亲戚所涉企业按时

足额上缴，另外在村公益当中要求亲戚

做好表率。

“有事找建民”，东庄村民有烦心事、

难办事，不管办成办不成，都是要找我诉

说，作用是双向的，只要支部、村委要办什

么事，群众都是一呼百应，从没有半点畏

难和怨言。

当一名农村干部，这是我小时候的理想。回到村里，为

村里做点贡献、带领乡亲们致富，这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

想。

2009年我进入了村委班子，当选为村委主任。下卫底

村是一个纯农业村，当时恰逢煤矿关闭，农民面临失业，是

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那一年正值孝义市实施核桃富民战略，上级党委、政

府要求每个村成立一支核桃管护队伍。我

和老支部书记一起去了晋中市太谷县，请来

一位农民师傅来村里教技术。然而很少有

村民愿意前来参加培训，最终“两委”干部、

党员带头参加，并挨家挨户走访说服他们参

训。

培训嫁接技术比较困难，因为要去核桃

树上去实验。我们的老书记提议去他家的核

桃树地里实验，当时技术不熟练，初期学习毁

了不少树，在党员无怨无悔的付出、村民不懈

坚持下，慢慢从什么都不懂的村民发展成一

支合格的专业的核桃管护队伍，不仅完成了

自己村的核桃管护工作，而且可以给其他地

方村民培训。

我对村民讲，以前做好农民是靠勤劳，现

在做一个好的农民，不仅要勤劳，要掌握技术，有这两样还

不够，还必须有智慧，“勤劳+技术+智慧=致富”。目前，村民

修剪、嫁接每年有 1-2万元的收入。

除了核桃产业、核桃管护增收，土地收入也是农民收入

的一大部分。我们从 2015 年开始搞渗水地膜谷子穴播技

术，每斤小米可以卖 6元钱，每亩地就能增收 1500元。村民

一起做事，一起参与，大家一条心，干啥都没问题！

2012年 6月 28日我接到组织安排到崇北

社区任党支部书记。初报到，社区刚刚成立，

工作人员 3名，没有办公场所，辖区只有帝豪

小区刚刚交房。与帝豪物业的第一次接触成

为了我难忘的一次经历。帝豪开发商吴董事

长见我，上下打量我，问我多大？我回答：27
岁。他接下来问：社区是什么？能办什么

事？我回答：社区和村委会、物业一样是为民

服务机构。咱小区刚开始入住，正是我们参

与管理和服务的好时候，我想在第一时间和

咱的居民开始接触，和咱物业一起加油干。

吴董事长笑了，问了我第三个问题：那你们人

员什么时候到位，需要咱物业配合什么？我

知道，我的第一次接触成功了。7月 5日我们

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物业二层腾出了一间 20
平方米的办公室，配备了桌椅板凳。

2014年社区微信公众号开始运行，起初只

能发送一些简单的政务信息，如何能开发一些

服务系统，拓展网上服务项目，解决居民的多

次跑腿的问题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大事。经

过 4年多的不断完善，微信平台两次改版实现

了辖区居民“户关注”，社区服务事项实现平台

公示、各项惠民政策实现一秒到户，我们还尝

试拓展小区物业服务平台，将物业报修功能实

现网上申报、预约服务，增加了小区居民后台

留言区，社区安排专人答疑解惑，限时办结。

同时我们将发展成熟的各类社团组织、服

务人群组团建群，针对社区群体多样化和居民

诉求个性化的特点建立了 3大类 17个微信群，

由社区干部和党员志愿者担任管理员，随时服

务辖区各类团体和事项，逐步形成了特有的

“G+W+Q”智慧服务工作法。平台从起步、成

熟到现在的全市推广运行让我意识到社区党

支部应当“抓创新”，充分发挥“智慧化”作用，

顺应时代发展，运用信息化手段，满足新时代

居民发展需求，形成智能党建新模式。

付建文：芦笋种植拓出富民路

“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用实际行动感召党员群众！”

郭建民：大喇叭直播民主生活会

“党风正、民心顺。只有把村民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才能赢得他
们的认可和支持。”

武殿生：核桃“保姆”升级奔头足
“回村里当干部就要学农业、

要懂农业、要爱农业”

穆允青：战天斗地解水困

“任何时候，只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田煦荣：智慧服务开启党建新模式

“社区支部关键‘抓定位’，充分发挥‘方向盘’的作用，在急难险重面前定位、定势、定岗、定责、那么很多困难和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西田庄村位于南阳乡西部山区，紧邻 340
省道，交通便利。全村共有 43 户，139 人，属于

全农业村，无其他资源。

我上任以来，首先着力解决干部党员不团

结、思想不统一而造成的派性问题，你争我夺，

相互压制，使工作造成混乱，支部首先从自我做

起，用实际行动感化他们，以老带新，以强带

弱。支部积极开展党员谈心谈话工作，书记和

支委、村委谈、支委和党员谈，发动全体党员和

群众谈，通过谈心，送去了对党员的关心帮助，

增进了同志感情，支部和村委的工作更加贴近

民心，接近地气，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

每年都认真对村中的计生、政策落实，救济

救灾物发放情况，低保户、五保户的审核，财务

逐月的收支，一事一议、发展党员重大事项决策

等，都实现了公开、透明，保障了群众的利益，实

现了近 34年零上访。

全村和谐稳定，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协同相关部门解决了我村几辈子吃水难的问题，

再不用去几里以外担水吃；为了解决村庄老化、

街道难走的问题，争取上级支持进行街巷硬化；

争取在外人员出资对全村的烂窑洞进行拆除，对

空心村进行改造，修复了残垣断壁，用石坝砌坝，

以党的政策传统家风为内容打造文化景观墙，为

今后发展生态旅游农家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

了增加村民收入，村庄全部绿化，新增核桃林

1190亩，现在已有 80%挂果成林，计划再发展一

些优良品种的瓜果树，将西田庄打造成集观光、

采摘、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农村。

田益才：和谐稳定搞生态

武殿生和核桃管护队嫁接核桃树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和谐稳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强劲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