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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夜深人静，而张国雄辗转反侧难
以入眠。他知道，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寻求
村民致富门路，是摆在车家坡村支部村委的
头等大事。村貌改变了，农基改善了，这只
是改变村落后的第一步，关键的还是要解决
村民富裕的问题。

次日，他和村第一书记商讨，结合村实
际，寻求农业种植突破口。车家坡耕地面积
10611 亩，地处黄金纬度 37 度，年均气温为
9.2℃，年降雨量 550毫米，无霜期 180至 190
天，方圆五十公里无污染性企业，土地指标
达到国家一、二级土地安全标准，具备发展
有机种植的良好条件。针对此地理、气候、
土壤等客观条件，2016年成立了石楼县丰驿
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农户 58户，其中贫困
户 20户 57入社，承建了“石楼县有机谷子种
植示范基地”。

因为有机种植成本高，产量低 ，村民
们对此并不理解，忧虑忡忡。为了做通农

户的思想工作，张国雄挨家逐户向村民宣
传党的政策，并采用“支部+合作社”的模
式，让村民看到实惠和前景，进一步鼓励村
民积极参加合作社，发展农村经济。在种
植过程中，张国雄也千方百计为村民着想，
争取项目补贴，让基地的谷子在市价的基
础上，额外增加 0.40 元 /斤，大大提高了村
民种植热潮。

有机作物的种植过程要有严格的要求才
能达到标准，张国雄又带领村民，全部采用人
工化播种、间苗、除草、收割。全过程“0”污染
化生产，确保达到国家有机品质食品安全要
求。借助有机种植产业发展，先后争取扶贫
资金，建成标准化农副产品加工厂一座，购置
了现代化小米生产、加工、包装等设备，并取

得 SC生产许可证，有机基地加工厂可年生产
有机小米 20万斤，大大提高了有机谷子的附
加值，与团中央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直接对接，
通过消费扶贫方式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农副产
品加工厂有稳定收入，全村农户纯收入由原
先的人均不到 3000 元/年，到现在突破人均
13741元/年，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由于有机种植成本高，市场售价也要高
出普通作物两倍，销路就成了问题。张国雄
又协同村第一书记四处考察，为村农业生产
寻找销售出路。后来，他听说汾阳县有无公
害米业加工企业，便风尘仆仆来到汾阳，经
过双方了解、洽谈，与汾阳皇米业达成了购
销合同，为村民打开了销售市场，圆满解决
了农户销路的难题。

经过三年的努力，最终建成 2800 亩的
有机种植基地，并且于 2019 年 11 月获得了
国家有机认证证书，使车家坡村农业发展步
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2014 年 12 月张国雄开始担任石楼县灵
泉镇车家坡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之后，在他的带领下，村委班子就开始踏踏
实实为村民探索致富之路。张国雄对车家
坡村的发展前景是充满信心的。他坚信好
的发展，离不开党建工作的引领，扎实做好
党建工作离不开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的努力，
只要能让全村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就能富裕。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村级组织
的号召力、凝聚力、向心力持续增强，全村上
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形成了团结、奋进的
良好氛围，为乡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

要凝聚全村人的力量，首先要抓好党建
工作。 他提倡并实施党建创新工作，秉持

“小问题不出党小组，大问题不出党支部”的

原则，村里问题通过村里集体研讨解决，形
成村党支部领导下的党小组负责制工作模
式，围绕有机产业夯实发展基石，打造有机
产业品牌。根据镇党委总体部署的乡村振
兴总规划，村支部研究确定了“我为群众办
实事”暨“5+1+X”实践活动。“5”，即是重点加
强五项民生工作：“1”是村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2”是可见山体绿化工作；“3”是全民体
检工作；“4”是村路维护工作；“5”是参观红
色老区工作。“1”即是对留守儿童、孤寡老人
看护工作。“X”即是除“5+1”以外的其他工
作，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核桃林提质

增效工作，平安示范村建设工作等。
在农村的道路维护、电站管护、河道清

理、治安协调、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安全巡
视、护林防火、日间照料、政策宣传、公园草
坪修剪维护等工作方面，设置了公益性岗
位，实行定期检查考核，每人每月定责定岗，
使得环境卫生、治安、政策的及时宣传等各
项工作得到全面改进。同时，还出台一系列
的相关激励管理措施，成立车家坡环境卫生
督察小队，不定期对每家每户及村内卫生进
行检查评比，通过爱心积分奖励，在年底对
村内卫生先进户进行评模评优，使全村老百
姓形成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每户
房前屋后整洁卫生，室内室外窗明几净。把
车家坡村打造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品牌
村”。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这是车家
坡村多少年来村貌的真实写照。车家坡村
里土路坑坑洼洼，河道纵横，一到雨季，洪
水就把道路冲得难以通行。恶劣的环境，
成为车家坡人出入通行头疼的问题，村民
们生产生活苦不堪言，村子发展也受到极
大制约。

张国雄为了硬化村街巷，改善村环境，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
往返于山村与县城，风吹日晒，风餐露宿，筹
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的多方争
取，终于获得 50万元资金支持，用于村内道
路改造建设。

说干就干，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制定修路
规划，发动村民两人一组义务监督施工过
程，完成进村 4公里长 3.5米宽道路，硬化完
成多处产业路。施工中，村民们都为张国雄
的诚心和行动所感动，家家户户齐心协力，
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没有一个要报酬、讲
条件的。因此，工程进展顺利，很快一条平
坦宽阔的水泥硬化路就出现在村里，车家坡

村的村民看着这崭新的道路，心里也觉得格
外平坦、舒服，他们对车家坡村的明天更充
满了信心。

村里的街道修好了，接下来支部村委针
对河道纵横，群众过桥难的问题，又研究决
定了下一步工作重点，即积极争取资金，修
筑过河桥、堤坝等。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村基建工程，张在他的记事本里，不知记录
下多少风风雨雨，多少艰难险阻，多少苦辣
酸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年努力，
投入约 70万元，修建 13座过水桥，覆盖全村
主要耕地，基本解决了雨季村民耕种、出行
难的问题，修建堤坝 4个，对村内沿路墙面、
河堤进行了修缮，改善了农业水利设施，为
农业生产增收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设新农村，为村民营造和谐、美
丽的幸福家园，张国雄又利用自家的地，新

建了 7 间村委办公室，建设了 300 余平方米
的村民文化活动广场，为群众休闲娱乐，开
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村内基础设施大
大完善，村民生活更加方便。在村内改造
清水河 300 余米，积极开展“美化、亮化、绿
化”工程，在村民活动场所建设拱形桥，配
套停车场，栽植树木、花木 2 千余株，完成
全村主干道路路灯覆盖。全面提升生活配
套设施建设水平，完成农村厕所、垃圾池的
改造工作，推进垃圾整治并建立回收系统，
新建垃圾池 15 个，安排专人清垃圾，主干
道竹篱笆安装 3000 米，道路、河道绿化 3 公
里，种植树苗 2000 苗；农村公共厕所改造
98个，把车家坡村彻底打造成“石楼人居环
境示范村”。

今年，张国雄和他的支部成员们，又抓
住高标准农田改造示范点的机遇，对全村
6000亩梯田进行改造建设，并做好产业路的
硬化提升，为村民们增产增收开辟新路，进
一步加快乡村振兴战略步伐。

党建引领

修路筑桥

产业兴村

“丹心化作春江水，一花引来百花香”。
车家坡村在张国雄的带领下，通过有

机谷子的种植与研发，极大地提高了村民
的收入，鼓舞了村民发展壮大村经济的信
心。张国雄抓住时机，再展宏图。组织村
民又规划、建设完成 272亩有机蔬菜种植基

地，涉及农户 76 户，基地对土地进行了集
中整理整治，配套喷灌设施，统一规划、高
效种植，西红柿亩产可达到 3-5 千斤，亩均
纯收入 3000 元以上；辣椒亩产 3-4 千斤，亩
均纯收入 2000 元以上；较传统的玉米种植
收入翻了 2-3 翻，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

为了进一步延长农副产品产业链，投
资 50 万 元 新 建 西 红 柿 酱 加 工 厂 一 座 ，把
农 户 直 接 销 售 剩 下 的 西 红 柿 加 工 成 西 红
柿 酱 包 装 销 售 ，解 决 了 有 机 蔬 菜 种 植 农
户 的 销 售 难 题 。 注 册 打 造“ 车 家 坡 ”品

牌 ，将 有 机 基 地 的 全 部 产 品 打 上 了 具 有
本地特色的商标，通过电商平台、网红经
济 等 模 式 ，成 功 将 有 机 品 牌 在 全 国 各 地
打响。

通过一系列产业发展，合作社每年可
为村集体经济带来 53 万元收益，另外通过
光伏收益 33 万元，造林合作社分红 17 万，
农 副 产 品 加 工 厂 3 万 ，壮 大 了 村 集 体 经
济。正在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以“生态、
文明、小康”为主题，蹚出一条适合村情的
发展路子。

车家坡村，一个深藏在吕梁山里的小
村子，借党富民政策的东风，舒展有机谷子
的金色羽翼，腾飞在乡村振兴筑梦辉煌的
大道上。

筑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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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勃勃的车家坡村
□ 卫彦琴

今年第一次走进石楼县车家坡村，整洁的村容村貌就让人眼前一亮：梯田棱上的红色标语，醒目整齐；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山上的林木郁郁
葱葱；农家人院落的外围墙上绘制着温馨精致的春耕、秋收图；一座座拱形卧河小桥成为草坪间的美丽点缀。最动人的还是飘在村子上空的浓浓
烟火气，让这显得格外生机勃勃，这一切的美好都离不开村支书张国雄这个带头人。

近来连续出现的高温
天气，给人们造成的酷热难
捱，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抗
热趣事，不妨当个故事给大
家讲讲，或许能对如今对付
炎热酷暑有一些帮助，至少
也能起到“望梅止渴”心理
作用吧。

大家知道，晋南的三
伏天，那是出了名的热，是
山西的“火锅”。记得是
1959 年的盛夏，我们从不
同学校分配到中条山有色
金属公司胡家峪铜矿的小
王、小赵、大马和我四人住
一个宿舍，小王来自吉林，
小赵来自甘肃，大马家在
黑龙江，我是辽宁人，因而
我们四个都适应不了这里
燥热烤人的气候。尤其是
每到晚上一上床，那感觉
就像是贴上了烙锅一样，

“腾”地便神经质般跳到了地上，四个人每天晚上
都要这样的反复折腾几次，到实在困倦得不行了，
才一个个先后躺在了滚烫的床上，还要来回如同
烙饼似的辗转反侧一阵子，才能迷迷糊糊地入睡。

照这样下去，如何能休息得好？那年月，既
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怎么办？我们议论多次，
逐 渐 地 将 关 注 的 焦 点 集 中 在 宿 舍 旁 边 的 小 河
上。小河水清澈透明，是个降温纳凉的好地方，
我们平常每天都要去河边洗漱几次，无论哪个部
位的皮肤，只要一接触到那清凉凉的水，嗬！那
个美劲儿啊，从心里往外都觉得舒服。只是小河
的水太浅，刚刚没过脚面，只能冲冲凉，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

讨论到这里时，我突然想起儿时在小河里玩
憋水闸的事儿，就提出明天找些工具，在河床里选
一块平缓之处，挖一个大坑，垒砌一道堤坝将水憋
大憋深，不就能躺在里边洗澡了吗？他们三人小
时候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大
家主义已定，心里就踏实了许多，似乎有一股凉风
吹来，吹走了燥热，就一个个都很快安然的进入了
梦乡。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起了床，计划在上班之前
趁着天气凉快要完成这项设想了一夜的大“工
程”。于是我们快步的来到工地保管员大老李那
里去借工具，大老李是我们业余篮球队的球友，当
然是有求必应的了。我们肩扛手提地带着铁锨、
洋镐、钢钎、铁簸箕等一类的家伙式，来到了小河
边，在一个沙多石少的地方开始挖坑，坑是很快就
挖好了，可不一会就被周围的沙石淤积平了，等于
白干。怎么办？难不住我们，我们七手八脚地从
周边抬来一些大石头，在坑的周围垒上防沙墙，这
样，一个两米见方的大号“浴缸”就建成了。为了
保证水的深度，又在距“浴缸”出水处一米多的地
方用石头筑起一道拦水坝，不但保持了水深，还能
减缓水流速度，将“浴缸”里的水很快就能沉淀下
来，变得清澈见底。

人多力量大，很快一个能洗澡的大“浴缸”在
小河里就大功告成了。从此，我们午休时间，晚上
入睡前，便都泡在了小河里，头枕着边边上的石
头，嫌石头太硬就将毛巾垫在头下，身体泡在清凉
的池水里，天南地北的海侃神聊，那真是悠哉悠哉
的享受啊。而且相邻宿舍的朋友同事也跟着凑
趣，一起分享到三伏天里难得的舒适。这样，我们
每天夜晚经过一两个小时的河水冲泡，再回到宿
舍里睡觉，我们夜夜都能笑在梦里，彻底地摆脱了
酷暑天气的灸烤与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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