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汾阳贾家庄人有一句让人暖心的话，那
就是：回村儿来！我经常与万里通电话，他第
一句话总是：“什么时候回村儿里呀？”顿时，
我心里暖融融的，像通电一样。这样的问候，
时间长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渐渐地从心里也
真的把自己当做了贾家庄人。

贾家庄人丁兴旺，车水马龙，南来北往的
人络绎不绝，宽展展的腾飞大道两旁的“莲花
灯”整夜光明如炬，广场上的广告牌宣传栏也
都通宵亮着。这样的繁盛景象，与现在许多
的村庄不尽相同。尤其是那些令人焦虑的

“空壳村”和留守儿童，已以成为迫在眉睫的
社会问题。让那些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再回到
自己的村庄似乎没有可能，守在村里整天聚
团儿村口晒太阳的老人走出自己的村庄也不
可能，而夹在中间一天天长大走向生活未来
的孩子们将何处去？然而，在贾家庄这些紧
迫的叩问都不存在。一家老少、几代同堂，都
其乐融融地在家乡劳动、工作、生活。年轻人
考学走出去，毕业后有在外打拼的更有义无
反顾回来的；本村的姑娘不愿嫁到外村，外村
的姑娘争着嫁过来，就连城里人也身着婚纱
坐着花车落巢这里；本村的劳动力不够用，外
村外乡的甚至天南海北的都来到贾家庄打
工，不论会干什么、有什么手艺、身怀何种绝
技，在这儿都能找到平台，都能派上用场，都
能施展抱负。贾家庄就像一块海绵，有着强
大的吸附力。

为什么会这样？来过的人都不禁在问。
这里除了曾经贫瘠的土地，没有任何其他资
源。照邢利民老书记的话形容：“地下没挖
的，地上没抓的。”历史上的贾家庄，仅用两首
民谣就可以说的清楚：“春天白生生，秋天水
圪洞。下种不捉苗，有苗无收成。春分到立
秋，种了又重种。连种四五次，只收二三成。”
再一首是描述百姓生活的：“院里有水家里
湿，坐在炕上能洗足。烂塌火炉破瓦房，炕上
睡着病婆娘。生疮害疥打摆子，辈辈过不上
好时光。有女不嫁贾家庄，嫁到贾庄受 惶。”
那时的贾家庄真是留不住人的地方，背井离
乡、逃荒要饭几乎成了这里人们生存状态的
全部写照。俗话说，人不亲土亲。那时贾家
庄的乡亲百姓，不是不爱这块留下祖辈魂灵
的土地，是爱不起啊！他们要活命，要生存，
要留着这口气呀！爱是需要本钱的，那就是
得活好这条命。

于是，让命在这块土地上扎住根，成为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村党支部带头人的肩头重
任。贾焕星、武士英、宋树勋、邢宝山等共产
党人一茬接着一茬干，他们把村民组织起来
成立初级社，“百把镢头闹革命”“改碱治水拔
穷根”，贫瘠的土地开始肥沃起来，生长出茁
壮的庄稼，绿油油的像绣织的绒毯，看着喜人
爽心舒坦。秋天，黄澄澄堆满场院的谷子麦
子玉米，不仅温饱了全村老老少少的肚子，还
向国家上交了“丰收粮”。贾家庄百姓的心定
下来了，再没有人愿意离开，满身子热乎劲儿
都捂暖着这块土地。人们心中曾经枯萎了的
爱 芽 萌 发 了 ，家 乡 的 风 和 了 ，地 暖 了 ，人 亲

了。有史料记载的几百年来，贾家庄的土地
第一次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养活起来。

地里能打粮食，百姓不愁温饱。接下来
的事情，就是让这块土地生金生银，人们口袋
里装满票子，过上富足美满的日子。邢利民
二十几岁担起了贾家庄的家，同村两委一班
人整日谋划着脚下这块热土如何能肥得流出
油花花来。他们带领全村乡亲把农田像绣花
儿一样伺弄好，攥牢这养家活人的“命根子”，
再腾出手来红红火火兴办工副业。全国农村
都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贾家庄广泛
征求社员意见，结合本村实际发展情况，在坚
守“集体根基”不动摇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
行了“三田到户、一集中、五统一”工作法。邢
利民总也忘不了父辈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
英雄壮举，他们豁上性命去战天斗地的初心
为的只是一个朴素愿望，那就是让全村的父
老乡亲跟着他们这些党员再不受穷饿肚子，
活出个人样来！如今，接力棒交到了他们这
代人手上，贾家庄的土地应该不光是块庄稼
地，还能再生出什么来，老百姓的日子还能活
成个啥光景？这是邢利民一直思谋的心事。
直到有一天，他出走考察半个多月，从河南巩
县回廓镇、北京通县玉甫上营村、天津大邱庄
考察回来后，就更加打定了早已思定的主意：
打碎自家的坛坛罐罐，走壮大集体经济的共
同富裕道路。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叫富！”邢利民
的提议得到了村支委的一致赞同。他在村委
会做出有关决议的会议上当场表态，把自己
个人创办经营的盈利企业，产权利分毫不剩
地统统划归集体所有。他响当当地发出豪言
壮语：“不当百万富翁，要建亿万富村！”全部
村支委毫不含糊，紧随其后，将自办企业一个
不留地交归村集体。他们大公无私的觉悟生
就于骨子里，这便是对贾家庄的土地最深沉
的爱。

贾家庄决定上马特种水泥厂，集体拿不
出那么多的钱，又是党支书邢利民率先站了
出来，把自己家的财产抵押上去，并向全村人
放言承诺：“如果企业办砸了，不连累任何人，
全部债务由我一人承担！”最终，历经磨难，投
资 5000 万的水泥厂建成了，并迅速成为贾家
庄的支柱产业，成为村集体夯实家底的“钱袋
子”、老百姓致富的“金勺子”。随着集体经济
的积累越来越厚实，各色村办企业翻着花儿
地在这块土地上绽放。不到几年，贾家庄冒
了尖儿，被树为全省小康示范村的标杆典型，
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颁发奖状给予
嘉奖。贾家庄变成了一块儿流油的土地，从
这里走出去的人令十里八村的都心生羡慕。

乡亲们富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花，这接
下来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吃喝不用愁是最基
本 的 要 求 ，日 子 还 应 当 过 得 甜 甜 蜜 蜜 美 起
来。邢利民同村两委班子的人一起商量合
计，做出了全村人都想不到的决定：关停产品
供不应求、正大把赚钱的特种水泥厂。邢利
民掏出心来向大家解释：关掉水泥厂谁都心
疼，可每天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赚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用呢？咱要把赚来的钱花在改善居
住环境、美化村容村貌上。他提出要把村东
头废弃的砖瓦厂改造成像城里一样的文化公
园，将取土挖下的深坑蓄水围湖，修造假山曲
径，搭盖亭台楼阁，种花种草种树，装点成美
丽缤纷、芬芳四溢的大花园。党员们的心点
亮了，带领全村老老少少齐上阵，义务出工大
半年，用双手和汗水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要知道，贾家庄的这一举措发生在十几年前，
可见其理念之超前，眼光之长远。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
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这是电影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插曲，而这部电影
反映的正是贾家庄的真实故事。如今的贾家
庄人幸福指数颇高，全村没有暴发户也没有
贫困户，人均收入长期保持在数万元，米面油
等 都 作 为 村 里 的 福 利 发 放 。 贾 家 庄 现 为
AAAA 级景区，实现了参观、游览、餐饮、住宿
等齐全配套的一条龙服务，成为远近闻名的
生态休闲度假村，游客天南地北汇聚于此，适
逢节假日一天的接待量达到万人以上。

跑得再远再长，也要把接力棒交给后来
人。2017 年 11 月 1 日，以邢万里为班长的年
轻一代上任担当起贾家庄的这个家。他们接
手的既是一个殷实富足、和美幸福的家，也
是一个高起点、压力大的家。常言道穷家难
当，孰不知富家更难当。全村人、全县人甚
至全省人都在关注着他们，看究竟把贾家庄
带向何处去，能否在已然腾飞崛起的雄势之
上飞得更高。40 岁的邢万里，厚道又精明，
做起事儿来毫不含糊。十几年前，他大学企
业管理专业毕业，分配到省某厅局当干部，
哪知没坐两天办公室，人就呆不下去了。他
过不了“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的日子，没同家人商量，便递交了辞职报告
回到了贾家庄，从一个普通村民一步一步做
起。他创办贾家庄腾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把时下流行的拓展训练项目引进落户到村，
很快即成为全省许多部门企事业单位首选的
培 训 基 地 ，既 盘 活 了 水 泥 厂 闲 置 的 仓 储 空
地，又带来了收入、拉动了人气。现今，邢万
里同村委会主任范玖深等九位年轻人组成村
党委班子，谋划贾家庄未来的发展愿景更加
超前、长远、宏伟，他们要让贾家庄的土地生
出翅膀飞起来。

邢万里他们的脑子总是跳出脚下的这块
土地往外想，去陕西、成都跑了几个来回，拿
出几百万来投资到村北一块长条旱地里，动
工不到半年盖起参差错落几百间大大小小的
房子，紧接着向本村本县本省外省广招厨艺
高手，凡落户者免除 2 年的房费及营业税，建
成了汇集各地名优特色小吃的“贾街”，吸引
着食客云集于此，“双休”、节假日常常爆棚，
应接不暇。就这么巧借腾挪，原本一块普普
通通的农田，价值陡然飞升起来，活了商户，
富了乡亲，美了城里人。

知名导演贾樟柯乃“汾阳小子”，是邢万
里等人小时候的玩伴，知己知彼熟悉的不得
了。贾家庄大开绿灯，尽其所能提供一切便

利，把贾樟柯这张蜚声国际的“名片”招回了
家乡，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在农村落地的“种子
影院”，放映最新最前卫的国内外电影，形成
创作、拍摄、放映以及观摩互鉴、理论研究、学
术交流的新时代电影发展模式的系统工程，
召唤世界电影人关注这里，汇聚到这里，让贾
家庄的名声传扬海内外。贾樟柯联合贾家庄
共同创办的 86358 电影短片交流周已成功举
办两届，在业界及社会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今后每逢 8 月 18 日至 8 月 23 日，来自国内外
的年轻电影导演都会带着他们的处女作或是
新摄制的作品，从四面八方欢聚贾家庄参加
这一盛会，广泛观摩，坦诚交流，角逐专设给
电影新人的五个奖项，让贾家庄成为他们事
业的出发地、人生的新起点以及翱翔再高也
永远颤动在心头的家。

贾家庄与作家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缘，大
文豪郭沫若挥毫题词：“杏花村外贾家庄，红
旗高举在汾阳”；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西
戎长期创作的生活基地在这里，许多重要作
品均诞生于这片土地，其中即有影响了几代
人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词坛泰斗乔
羽来村里深入生活，斗酒之后激情写出了传
唱不衰的经典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著名
作家湛容驻村一年半，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创作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中
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等一大批当代作家慕名
而来，寻访前辈们烙印在这片土地上的足迹
……贾家庄堪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发展进
程的典型样本，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堪称历史
座标的痕迹，有诉不尽讲不完的鲜活故事。
这里是一片文学艺术创作的沃土。从小邢万
里这代人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和感染，卯足劲
儿要承传父辈与作家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
缘。他们怀着虔诚与敬畏之“心，将林徽因、
梁思成以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外国友人曾
在汾阳居过的七座民国式“洋楼”别墅，一比
一复制到贾家庄，建成全国第一个乡村“作家
村”，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来到这里深入农村，
体验生活，潜心创作。在今年盛夏落成剪彩
的那一天，村党委书记邢万里向全国的作家
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回家！贾家庄人感恩作
家们曾经给予的丰厚文化滋养，期盼着有更
多的新时代的名篇佳作在这片土地上诞生。”

现在的贾家庄天天有游客，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红火”，每到节庆日更是一派欢天喜
地的乐土。那些在北京、广东等地创业成功
的贾家庄人，经常时不时地带着客人回到自
己的家乡游览，甚至有在京做大型文化产业
的老总，将全体员工参加的企业年会搬回生
养自己的家乡举行。贾家庄村的老百姓乐得
合不拢嘴，满脸洋溢着自豪的神采说：我们是
在天天过年！

金秋十月里，平遥国际电影节隆重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众多著名影人云集盛典。贾樟
柯和邢万里邀请他们走进贾家庄，游田园风
光，品特色美食，观烟花绽放，不同肤色不同
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心相融情相悦，
喜笑颜开，留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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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李艳 通 讯 员 何宗健）
入秋以来，各类项目建设迎来施工高峰期，安
全生产压力随即增大。为了有效提升安全生
产水平，近日，国网山西电力公司吕梁供电
公司输电运检室（汾阳）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大

检 查 工 作 ，积 极 推 行 党 建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新
模式，促进两者有机结合，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良好局面。

积极参与，带头落实安全责任。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该公司党员领导干

部认真学习安全法规和相关文件，主动参与安
全生产重大决策，提升党团工作服务于安全生
产的针对性、有效性。积极参加公司各类安全
工作会议，从员工安全意识、党员模范作用、安
全生产管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率先垂范，强化党员示范作用。结合“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引导党员

“亮身份、唱主角、勇争先”，促进党员发挥示范
作用。组织开展“党员安全日”等活动，将党建
工作与安全工作有机融合，在生产检修现场，党
员认真履行“党员安全示范岗”职责，影响和带
动周围员工共同开展反违章监督。

齐抓共管，强化党团监督保障。不断完善
党员安全监督网络，开展党员身边“无障碍、无
违章、无事故”三无活动。突出党支部堡垒作
用，实时监督党员履行安全职责，督促员工贯彻
落实上级各项安全生产规定。在安全生产一线
培养和发展党员，全面提升党支部对安全生产
的保障作用。

国网山西电力公司吕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汾阳）

党建与安全生产有机融合

汾阳市贾家庄：让土地飞起来
□ 张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