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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扶贫记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张鸿儒

4月23日，记者来到莱芜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在寨里镇赵官庄村村民张元德的院
子里，老人正在给3只刚下生的小羊羔喂奶。
“我搬进了新房，羊崽子们也住进了新房，高
兴着呢！”张元德说。记者看到，大大小小16
只羊住在翻修一新的“羊房”里，门前还搭了
一个遮阳棚，供它们撒欢乘凉。

现年83岁的张元德和他的羊住进新房，自
己并没有花一分钱。

去年，张元德的房子被纳入农高区危房改
造的范围。赵官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凤合告诉
他：“房子太危险了，你翻盖一下，钱由政府

出。”
老人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发现，屋后的3棵

香椿树早已把北墙顶歪了，确实很危险。“活
不了几年了，就别再给政府浪费这个钱了。”
张元德拒绝了。

与张元德一样，去年农高区36户村民都放
弃了这个机会。

政府补贴钱，为什么大家还不肯住新房？
今年4月1日，农高区党工委书记周光学带领工
作组深入被纳入危房改造的36户村民家中调
研，找到了原因：这36户危房住户都是老人，
房子确实存在隐患，但靠他们自己翻修、新
建，力不从心。

调研结束后，农高区立即作出相应部署，
由乡镇政府全权承担危房的修葺、拆迁和新建

工作。并且特别规定，各乡镇政府在危房改造
工作中不能搞“一刀切”，要结合住户的实际
需求。

建完新房，按规定张元德的老宅子就得
拆除，但寨里镇政府综合考虑后给出了一个
更好的方案：把院墙重砌，旧房翻新，用来
养羊。老人养的羊是镇上送给的扶贫羊，这
几年，扶贫羊在张元德细心照料下，每年能
给他带来4000多元的收入，成为他唯一的经
济来源。

4月10日，张元德老人和他的扶贫羊搬进
了新房。

干部把百姓当成亲人，百姓也把干部当成
自家人。

在寨里镇水北东村，85岁的张学德老人正

在自己新房的院子里铺路，新房建好后，院子

里拆迁剩下的土没运走，工作组就撤了。“新

房一盖完我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不走我就打，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什么不行的。”张学德

说，剩下的这点事我自己慢慢干就行，不能再

给他们添麻烦了。

从4月1日到10日，仅用10天时间，农高区

便完成了36户村民的危房改造。其中新建31

户，1035 . 4平米；修缮1户，赡养2户，村集体

租房1户，入住敬老院1户。

“党的威信是通过一点一滴具体的群众工

作树立起来的，只有为老百姓着想，把工作做

到老百姓心里，我们的工作才算真正做到

家。”周光学说。

莱芜农高区改造危房，连扶贫羊的居住环境也得到改善———

小羊羔住“新房”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4月23日，在莱芜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方下镇蔺家楼村，村党支部书记李民普刚

跨出贫困户闫俊生的家门，又让村民马庆文

招呼到家里喝茶。

李民普以前在村里可没这种待遇，别说

喝茶，就是大门也难进。李民普明白，这都

是因为村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让他在

村民心里树立了威信。

蔺家楼村是市级贫困村，在农高区一直

很“出名”。以前是因为“乱”——— 最多的

时候一届换3个村党支部书记，是出了名的上

访村。现在，则因为“稳”——— 村里的矛盾

没了，抱团干事的劲头足了，李民普还连任

了村党支部书记，这可是蔺家楼村25年来第

一次。

从“乱”到“稳”，蔺家楼人觉得，多

亏了第一书记魏凯的到来。

魏凯来自莱芜市民政局，去年8月份被派

到蔺家楼村担任第一书记。从进村的第一天

开始，村民就觉得他是来“镀金”的，因为

他经常叫着村民一起打牌。

其实，打牌是魏凯走访村民、了解村民

心声的一个独特办法。

经过一周的走访后，他了解到，蔺家楼

村有“两多”：树多，村民为了多占地，在

村集体的黄滩地上种了树；路多，因为乱搭

乱建，村里的路弯弯曲曲像迷宫。这些年，

村民之间因为集体土地的归属闹得不可开

交。魏凯觉得，集体土地不收回来，村里的

矛盾就解决不了，村子的发展也就无从谈

起。

给村子把好了脉，接下来就该对症下药

了。

魏凯与村“两委”成员商量，把村里的

乱搭乱建拆除，集体土地全部收回。并和李

民普商量，先从他哥哥李星普开始动手。

李星普的违建被拿下后，李民普带着村

“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地做工作，不到一个

月就把村里的违建拆完了。不仅如此，村民

占有的荒滩地也尽数收回。

化解了村里的矛盾，一扇通往美好生活

的大门也随之叩开。

村里把收回的土地都用在了村庄的治理

和发展上。村口修建的塘坝，让村民不用再

为灌溉发愁；50米的深井等安装完净水设备

后，村民就能喝上纯净水；规划建设的70亩

猕猴桃产业园让村集体有了收入。

这一切让蔺家楼村的老少爷们觉得，天

上掉下来的好事真砸到了自己。

去年12月份，蔺家楼村迎来了换届选

举。往常换届对村里来说是最头疼、最难办

的事情。但是，这次换届因为民心稳了、路

子有了，换届工作意想不到地顺利，李民普

顺利连任村党支部书记。

李民普连任后，干劲更足了。

“我们计划把剩余的荒滩地，规划建设

村级产业园，摆脱以前只靠种植玉米、小麦

来维持生计的局面，摘掉市级贫困村的帽

子。”李良普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说。

眼看着村子发展越来越好，蔺家楼人又

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纷纷对李民普说：

“李书记，魏书记两年期满后，咱得把他

‘扣’下。”

第一书记下村，村党支部书记威信上升———

25年村里诞生首位连任书记
■核心提示

不同的第一书记

相同的真挚感情
□ 于向阳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4月上旬，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大王庄镇
杨家庄村东北角，从城里来的打井队成功
打出了一口井。“历经一个月，俺们村那
口300米深的井打成了，以后吃水、浇地可
不愁了。”80岁的村民王树勇高兴地说。

“等机井房再建好通电后，今年6月份前
就能投入使用。”杨家庄村第一书记付兴华
告诉记者。

杨家庄村背靠大山，村民多靠种蒜为
生，集体经济薄弱，属于市级贫困村。村里
没有钱，打井队也请不起。但3年来，第一书

记的到来，将源源不断的资金争取到杨家庄
村来。

“这几年，我们从市里争取到了240万

元扶贫资金，杨家庄村的建设都从这些钱

里出。”付兴华告诉记者，“我们把钱都

投在村民最需要最迫切的‘民生工程’

上。”

3年前，莱芜市煤炭局干部付兴华来到杨

家庄村帮助扶贫，之后市档案局干部吕守

和、国网莱芜供电公司干部王成章也来到村

里成立了驻村工作组，并由付兴华担任第一

书记。付兴华到村的那一年，恰好杨家庄村

遇到大旱。“别说浇地了，连吃水都成问

题。”王树勇回忆道，“好不容易从井里打

上点水来，却是浑浊的，不得不澄上半天忍

着土腥味喝。”

村子不仅缺水，而且道路破败，文化娱

乐设施也欠缺。即便是在村委大院，办公用

的桌子椅子，都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把能筹集的资金都用在村子的基础设

施建设上。”这是付兴华的意见，也是村民

想改变落后面貌的心声。

杨家庄村驻村工作组下决心为村里新打

一口机井。他们积极从水利部门和国网莱芜

供电公司寻求支援，筹措资金35万元，最终

打成深井。

打井的同时，村里开始修路。“杨家庄

村地无三尺平，水瓮也要用绳拴在石榴树

上。”“晴天疙瘩路，下雨路泥泞”，这是

对村子地理与道路状况的描述。

一年多下来，村里修了14条路，安装了

45盏太阳能路灯，总计花费120万元。

“有了水，有了路，农作物生产、销

售及运输就不愁了。接下来要关注的还有

他们的精神生活。”付兴华说。工作组成

员抓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遇，把争取来的15

万元扶贫资金建成了文化广场和拉呱大

院。

正是因为工作组成员的积极争取，去

年大王庄镇将杨家庄村列入市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建设名单。“我们还有70万元资金，

下一步将全部用在村旱厕改造、光伏发

电、污水处理、自来水网改造、村委改造

等项目上，努力让村民过得更体面。”付

兴华说。

如何让扶贫款发挥最大效益？第一书记给出了思路———

“240万元咱得这样花”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去年12月16日，公交车通到了莱芜市钢
城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团圆坡村里，
这可把村内景区天山仙人谷负责人石玉彬高
兴坏了。

“同去年春季来旅游的人数比，今年增
加了不少。这要感谢村里第一书记尚宪
伟。”4月20日，石玉彬对记者说。

团圆坡村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艰苦创业
的典型。前几年，村子一场官司散了民心，
也散了干劲，成了经济薄弱村。这几年，村
民觉得出行不便，总期盼着村里可以通上公
交车。去年7月，市外事侨务办的尚宪伟到团
圆坡村担任第一书记，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
把市里的公交车引到村里来，让村民重新看
到发展的希望。

通公交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村里通

往外面的1公里路是土路，尚宪伟几次跑到交

通部门协调，利用上级扶贫政策，市交通局

为团圆坡村无偿提供了价值80多万元的2000

多立方混凝土，拓宽并硬化了进村2000米的

道路，解决了公交车进村的第一个难题。尚

宪伟又协调长运公司，将长运公司负责人请

到村里实地查看，最终，长运公司开通了莱

城至团圆坡村的公交车，每天4个班次，极大

地方便了本村及周边百姓日常出行。

通了公交车，也顺了百姓民意。去年

底，村“两委”换届，赵世胜和其他几名村

干部以高票当选为团圆坡村新一任“两委”

班子。尚宪伟带着村“两委”干部一心一意

为老百姓解难题，办实事，这也重新树立了

全村艰苦创业干实事的精气神。

团圆坡村地处棋山国家森林公园，做好

乡村旅游，是村里眼下要走的路。为把基础

设施搞好，尚宪伟和村党支部书记赵世胜带

着大家在村南头又打了一眼井，保证了村民

吃水和浇地。村里供电线路老化多年，春节

前供电线路升级改造完成，村民用上了放心

电。

今年，村里建起了村史馆，尚宪伟正组

织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和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建设高标准的采摘园、农家乐体验

项目，团圆坡村人又仿佛回到了当年幸福岁

月。老百姓看到尚宪伟和村“两委”干部如

今一心想着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纷纷行

动起来。目前，村民魏列山等几户人家已经

办起了农家乐。

“村里有部分空心房，过段时间我们会

收拾出来，建民宿或农家乐，吸引更多的客

人到团圆坡村来旅游。”尚宪伟说。

让村民看到发展的希望，第一书记驻村后———

公交车通到了家门口

为避免重走“给一点钱、修一条路”等
扶贫工作的老套路、老办法，莱芜市坚持在
驻村干部的“选、派、配、管、用”等重点
环节上下功夫，做到精准选派、精准发力，
打造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扶贫攻坚突击队，为
加快贫困村生产发展、增收脱贫奠定坚实的
组织基础和作风保障。

本期以《25年村里诞生首位连任书记》
《“240万元咱得这样花”》《公交车通到了
家门口》3个故事为典型，分别从化解村内矛
盾、制定扶贫思路、解决村民所需3个不同方
面，反映莱芜市派出的第一书记满怀对村民
的真情实感，放弃临时观念，通过在基层调
研，找到各村的薄弱环节，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蹚出一条各具特色的扶贫路子，为莱
芜市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证。

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扶贫工作
提出了“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
准”的指示要求。其中在驻村干部的选派
上，特别强调因村派人精准，唯此才能使扶
贫工作彻底解决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
化之等问题，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希望
通过这一组报道，能对关心第一书记扶贫工
作的读者有所启示。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亓亭 报道
5月1日，2018山东省遥控航空模型春季飞行大

会在莱芜市雪野航空科技体育公园举行。共有来自
济南、青岛等11个地市的24支代表队的200余名航
模爱好者齐聚雪野湖畔，切磋技艺，共享飞行带来
的乐趣。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张群 报道

本报莱芜讯 4月27日，在全省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莱
芜市两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另有两个集
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分别是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莱芜供电公司班长任杰、山钢集团莱钢
宽厚板事业部副主任李子高；荣获“全国工人先锋
号”的分别是山东威马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
心、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型钢厂重型
轧钢车间。

两人荣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刘婧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2日，第33届山东省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获奖项目公示，莱芜市有67个项目获得
表彰。其中，一等奖16项，二等奖24项，三等奖27项。

据悉，莱城区吐丝口小学侯元波老师的“小学
数学视野下的3D打印课程”科技辅导员项目、莱芜
一中吕学森同学的“太空太阳能发电站暨太阳能发
电与微波输电计划”青少年科技创意和高新区滨河
小学尚巧宸同学的科学幻想绘画“智能救火机”等
6个项目被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推荐参加
在重庆举办的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参
赛项目类别和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科技辅导员
项目填补了莱芜市参加该类项目全国竞赛的空白。

67个项目获

省青少年创新大赛表彰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4月28日，“新时代乡村全面振

兴战略学术高峰会议”在莱芜举行。来自国内科研
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从战略、创新、生态等方
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实施路径等内容做
了精彩阐述。莱芜市莱城区提出的“莱城模式”引
起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会上，莱城区委书记马保岭作了题为《生态优
先 五位一体—乡村振兴的莱城实践》的演讲报
告，并提出了“建设生态莱城、决胜小康社会”的
战略构想，聚焦生态产业、生态城镇、生态环境、
生态人文等4个重点领域。通过生活污水处理、水
资源管理、农村垃圾处理、农村道路管护、城乡绿
化、村容村貌优化等“六个一体化”优先推动生态
振兴。同时，协同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和组织振兴等“五位一体”，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并提出了“在有钱干事上给基层政府松绑”
“在有地干事上给基层政府松绑”“在有人干事上
给基层政府松绑”“推广农村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
莱城模式”等4条建议，让“莱城模式”在更高的
舞台上为乡村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乡村振兴“莱城模式”

获赞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4月29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2017年度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的通报》，莱
芜市5项史志成果榜上有名。其中《棋山观村志》
《莱芜金石志》荣获优秀基层（专门）志，《钢城
年鉴(2017)》荣获优秀年鉴，《莱芜市情网》荣获
优秀信息化建设成果，《莱芜市情手册（2017）》
荣获优秀地情研究成果。

5项史志成果

荣获省优秀奖

□通讯员 张鸿儒 报道
杨家庄村新建的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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