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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村里“王杰”多

在金乡县，红色基因得到传承，英雄“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三不伸手”的精神在每个人的血液中流淌。

“能从小和王杰一起玩耍、上学，我感到很骄傲。我
平时一直都收集着王杰的事迹资料，时常拿出来看看，回
忆回忆、感想感想，对他的事迹、诗歌、领导的题词，我
都记在了心里，一有空就讲给身边的年轻人听。”王杰的
发小，74岁的王伟川当起了王杰先进事迹义务讲解员。

最让人不能忘的是王杰村已故老支书王恩悌，王杰牺
牲后，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上级政府拨付20万元，让村里改
变面貌，那时全村不足900人，用这20万元每家都能建所好
房子，可老支书坚决不要，那是国家的钱，现在国家还那
么困难，他们能自力更生。这是不伸手的具体体现，更是
不向困难低头的王杰精神。

在王杰村，一心向党、三不伸手的精神已成为一种习
惯，融入了村民的生活当中。

70多岁的孙文立老人，前几年唯一的儿子因车祸不幸
罹难，老人在承受巨大悲痛的同时，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也没了着落。考虑到老人家庭劳动力不足，孙子还要上
学，村委会经过研究评议，将他家纳入低保户予以帮助。
老人对党和政府感激不已，常常教导孙子：“孩子，以后
上班挣了钱，留够生活用的就行，剩下的咱们得全部交给
党和政府，去帮助更多的人……”

王杰村的老党员王汉停之妻，身患残疾，生活困难，
村委会、驻村工作组、社区服务中心逢年过节都会前去看
望，为他送去现金、化肥、米面油等物资。2017年11月，驻
村工作组向上申请了3台轮椅，给他送去时他却避而不见。
王汉停说，老伴虽然活动不方便，但他只需要早上把她从
床上抱到沙发上、晚上再抱回去就行了，党和政府给他的
照顾足够多了，怎么再好意思要轮椅呢。2017年6月30日，
为纪念建党96周年，市文物局驻村工作组邀请村里的党员
到济宁开展支部联建、参观建党96周年展览，接受传统文
化教育，村里考虑到天气炎热，老人身体状况，没有通知

年龄大的老党员参加，谁知不到7点钟，已经88岁的老党员
王汉停老人就在村委会门口等着，他说：“不通知，我知
道了也得去，我是党员就应该接受教育。”朴素的话语道
出了老党员的本色。

同样面对物质不动心的，还有老党员李念翠。李念翠
的丈夫也是一位重度残疾人，驻村工作组给她送去轮椅时
却吃了“闭门羹”。老人说，村里32名残疾人，光肢体残
疾的就有21名，轮椅只有3台，她作为党员，家里人不应该
享受特殊待遇，应该把轮椅让给其他人。驻村工作组跟她
解释道，这并不是党员优先，而是经过讨论研究，把轮椅
送给行动最不便最需要的人。但任凭工作人员如何解释，
老人就是不收。“3台送不出去的轮椅”在蒜都大地传为佳
话。

金乡处处见“王杰”

1月10日一大早，鸡黍镇东李村的党支部书记李广印一
个人坐着轮椅，专挑村里的偏胡同钻。他正在检查路灯是
否覆盖了全村各个角落：“要亮都一块亮，不能让一户老
百姓在黑胡同里过年！”

十几年前，别说路灯，村里的小路窄得连地排车都拉
不过去。那时，东李村是鸡黍镇出了名的“乱子窝”,“蚰
蜒小路”拴住了村里人致富的脚步，好几任村干部都想扒
房开街，可对他们失去信任的村民不让，动辄以命相拼。
开街，成了历任村干部连闲谈都要绕开的雷区。

“不管是地雷阵还是沼泽地，总得有人蹚。一心为公
就不怕碰钉子！”李广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决定“先
点亮这把火”。即便是被村民用菜刀指着鼻子赶出大门，
他也毫不退缩。一位近门的三嫂冲他大吼：“谁敢动一点
墙皮，我就和他拼命！”

动工的日子到了，吊车在三嫂家门前突然停了下
来——— 三嫂躺在车轮前扬着头对着李广印大吼：“我看看
你能要我的命不！”李广印没了辙，当着众人的面直溜溜
地跪在了渣土路上:“当兄弟的求求你，就算你给我帮帮忙
中不？！”三嫂愣了神，在旁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李广
印对大伙掏出了心里话:“咱东李穷就穷在路上，老少爷们
给我个机会，村子3年不变样，我李广印就是东李村的罪
人！”

为了修路，村里拆了160多间房子，打通了所有大街小
巷，三纵四横，规划清晰，村民也在全镇最早走上了水泥
路。如今的东李村获得了“全国文明村”称号。和东李村
一样，金乡农村底子薄、优势弱，乡村振兴是一个较大的
课题。近年来，凭着“不怕死”的这股冲劲，金乡去年一
年就有338个美丽乡村完成达标村建设。

英雄王杰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荣誉面前不伸手，
在物质面前不伸手，在待遇面前不伸手。”金乡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县人社局局长白显勇就是这样“三不伸手”的干
部。他对工作孜孜以求，却总是将荣誉和物质拒之门外。

千难万难，管住自己最难。白显勇一家三口和两位老
人在爱人单位狭小的家属院里一住就是10余年；一辆老旧
的自行车，他骑了15年；大家去食堂吃加班饭，他经常把
剩下的饭菜打包带回来继续加班，饿了接着吃……

“咱干好了活是本分，不能有贡献了就想要荣誉、要
享受，不能老想着付出了就要得到回报。”白显勇说。
2008年3月，组织部内部一个正科级领导干部岗位长期空
缺，考虑到他兢兢业业在副科级岗位上工作14年，县里准
备让他填补。没想到，当领导问及他的意见时，他却推荐
了另一名副科级干部：“从工作的角度考虑，这名干部比
我更适合这个岗位。”

太阳快落山了，金乡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第六网格的
负责人唐海艳敲开金海花园居民魏爱琴的家门，正赶上魏
大婶做饭。“唐主任来啦！”“没事，就来看看您。”这
份熟悉来自于连续几个月的走访入户。

2017年5月起，金乡县实行网格化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唐海艳作为第六网格具体负责人，调研时发现有人堵在小
区大门口卖炸丸子，这人正是魏爱琴。唐海艳上前制止，
话没说完就被噎了回去:“你能把储藏室给治好我就挪！”
行胜于言。唐海艳随即联合城管、环卫等10多个单位人员
清理了小区储藏室积压多年的垃圾，运了40多车。她还为
小区引进物业公司，三伏天的，和物业人员穿着胶鞋、照
着手电筒蹚进黑乎乎的地下储藏室清理垃圾。一旁的魏爱
琴受到感动，第二天默默撤走了干了10多年的小摊。

“攻坚克难肯定会吃苦、受难为，当干部就得像那发
箭的弦，有股子韧劲才能射穿前行路上的困难。”唐海艳
说。在她的协调下，物业公司为储藏室做了三层防水，并
治理了金海花园附近步行街的不文明现象。正是有了众多
像唐海艳这样的干部，金乡县成功迈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第一步，2017年12月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是省内15
个县级提名城市里唯一一个财政困难县。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多年来，
这嘹亮的歌声一直在金乡人心中回荡。勇救落水儿童而不
幸牺牲的英雄少年李目辉，舍己为人、心系群众的好支书
郭奉林，用生命铸就忠诚的齐鲁时代楷模陈新宁，90后救
火英雄周珂……王杰故里，蒜乡儿女以各自的方式，让王
杰精神在新时代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为深入开展学王杰活动，推动学王杰活动常态化，金
乡县建立了学习践行王杰精神的长效机制，成立了金乡县
王杰精神研究中心及山东省王杰精神研究会，依托王杰纪
念馆，打造金乡县政德教育基地；依托王杰村王杰烈士纪
念馆、王杰故居旧址等红色文化资源，高标准、高起点规
划建设了王杰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中心；金乡县还积极开展
“弘扬王杰精神争做时代先锋”主题党日活动，指导各级
党组织召开“学习贯彻总书记指示，学习践行王杰精神”
组织生活会，与王杰部队签订军地共建协议，定期走访慰
问，实现传统共学、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同时，精选一
批学校、派出所、公园、广场、道路，以及一些具有指位
功能的标志性建筑或设施等，以王杰的名字进行命名，固
化城市印记，濡染城市精神。

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把学王杰活动落实到实际工
作之中，金乡县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率先
践行王杰精神，做弘扬王杰精神的积极倡导者、自觉实践
者、有力推动者，为全社会开展践行王杰精神树立榜样。
这个县还充分发挥窗口服务行业示范作用，把践行王杰精
神与文明窗口创建结合起来，开展争创“王杰号”单位活
动，推出了一批王杰岗、一批王杰车间、一批王杰队伍，
把王杰精神融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同时，充分
发挥青少年骨干作用，把弘扬王杰精神作为校园文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组织开展一批主
题学习活动，创建一批王杰班、一批王杰少先队、一批王
杰团支部，使他们成为践行王杰精神最活跃的群体。

为让王杰精神厚植生根，金乡县及时总结全县学习践
行王杰精神活动开展情况，在公安、教育、医疗卫生、文
化等各个领域，评选表彰一批“王杰式”先进人物、“王
杰岗”示范岗位(部门)；广泛挖掘和培育先进典型，不断推
出一批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共产党员、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等先进典型，选树一批来自群众、有血有肉、真实
可信的模范人物，使王杰精神更加贴近实际、更富时代气
息、更能打动人心。

王杰精神照耀前行

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县
城，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材
料产业园区成功晋升为省级开发区，被命名为中国新材料
产业基地……

从全市的锅底小城跨入全市发展第一方阵，2017年金
乡县持续发力，聚焦实施“现代工业强县、绿色生态立
县、网络经济兴县”战略，致力兴产业、抓项目、促创
新、优生态、惠民生，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新业绩。

加快推进发展升级，产业质效显著提高。特色园区影
响力持续提升。新材料产业园区成功晋升为省级开发区，
被命名为中国新材料产业基地，连续4年进入全国同类园区
20强。经济开发区入选省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试点，食品
园区成为全国十佳优质食品产业园，商贸物流区进入省级
现代物流服务业园区行列，现代农业产业园争取成为首批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网络经济取得新突破，成功举办国
际大蒜网络经济峰会，全县各类电子商务实体网店和企业
突破3000家，实现网络零售额16亿元、电商交易额100亿
元；现代农业质效提升明显，金乡有机大蒜连续6年荣获国
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马坡金谷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博览
会金奖。

坚持全域创建打造，大美金乡更具魅力。以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卫生县城为抓手，全力加速“大美金乡”建
设，城镇化率提高到48 . 3%，金乡在全省8个国家文明县城
提名待批中，以第4名入围上报。城市空间不断拓展。莱河
新区强势启动，布局健康养老、网络经济、现代金融、文
化旅游等现代业态，金乡城区向“莱河时代”跨越发展迈
出实质性步伐。镇村环境不断改善。以农村“七改”为抓
手，加快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鱼
山蒜都小镇、胡集新材料小镇被评为省级特色小镇，鸡黍
东李村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域生态不断显现。在全市率先
推行“河长制”，开展“清河行动”，建成运营智慧环保
大数据平台，金乡空气质量持续位居全市前列。

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内生动力有效激发。发展政策更
为精准。“营改增”政策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深入
推进，省级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点完成；园区体制机制创
新改革启动实施。开放优势更加凸显。济宁内陆港检验检
疫业务区建成运营，争取设立了全国首个县域经济国检贸
易便利化服务中心，开通金乡大蒜欧洲班列。亿九科技创
为国家级科技孵化器，智慧产业园入选全国“双创”园
区，大蒜深加工产业集群被纳入省级示范项目，在全省率
先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融资方式更加多
元，8个PPP项目纳入国家财政部综合信息平台。

提速推进共建共享，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努力铺好就
业创业扶贫“幸福路”。出台12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成
为全省小微企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试点县，建成国家级扶
贫基地1处、产业扶贫项目15个。全力搭好民生实事“连心
桥”。实行全民“一元公交”，在全省率先完成解决“大
班额”问题，养老和医保参保达到99 . 38万人次，新建28处
互助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县医院成功加入省立医院医
联体，顺利通过省级卫生县城复审。“濒危剧种保护传
承”获得省文化创新奖，县图书馆通过国家县级一级馆评
估验收；供电服务井井通等一批惠民工程推进实施，为民
“十件实事”基本完成。深化“平安金乡”建设，建成全
域“天网”二期工程，荣获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县。2017年金乡荣获市级以上荣誉89个，其中国家级22个、
省市级67个。经过一年高地打造，金乡人民的生活更有尊
严、对发展更有盼头、对未来更有信心。

聚焦产业发展提速、园区创新提升、生态城市提质、
乡村振兴提效、民生福祉提标“五大攻坚行动”，新的一
年，王杰精神将继续激励着金乡人民拼搏奋斗，跨越前
行，持续谱写美丽富裕幸福金乡新篇章。

①王杰纪念馆外景 （王建通 报道）
②金乡几大领导班子到王杰纪念馆学习参观
③金乡一中举办纪念王杰活动
④经济开发区现代化生产车间 (王建通 报道)
⑤⑤金乡新貌 （周涛 报道）

“王杰精神”闪耀蒜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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