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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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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之末，暑意炽热，骄阳似火。博兴县曹
王镇王海三村，绿意葱茏，草木扶疏，宁静中
透着恬淡……

这是鲁北平原上一座普通的小村。它居博
兴、桓台、临淄“三界之交”，村民共计一千
余口，耕地共有一千五百多亩。

虽曰“普通”，却非“无奇”。王海三村
有“二奇”：狭而长的村“两委”大院、党支
部清一色的娘子军。

两委大院长近百米，宽仅二十米，乍一看
就觉得比例极不协调，像个深深的死胡同。村
庄26名党员，其中23位是男性。可党支部3名成
员，书记王爱荣，委员王来霞、王兴芳，却是
清一色的娘子军。外村人揶揄道：“村委屋破
败，长宽两边怪。支部无男人，当家女的来!”

初闻此言，颇觉尴尬。可王海三村人不信
“碎语闲言”，只信“效果亲见”。自2014年
“巾帼党支部”成立以来，村庄面貌气质有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

从前户外“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如今硬化路平坦宽阔；从前水管老旧，放水到
处漏，饮水困难，现在更换新水管，安上净水
器，喝起健康水；从前村事无人问，人人推
却，现在村事即家事，人人踊跃。

2017年，王海三村换届选举，“巾帼党支
部”再度高票当选。

组织兴衰，村庄起伏

在王海三村两委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巾
帼党支部”的三位成员。支部书记王爱荣年纪
六旬开外，衣着朴素，面带慈祥，与寻常的乡
村婆婆无异。她生在这里，嫁在这里，对村庄
熟稔于心，讲起村事信手拈来。

王爱荣早前当过整十年的村干部，亲眼目
睹过王海三村的兴衰起伏，“上世纪80年代是
王海三村的分水岭。之前组织有力量，之后组
织如散沙”。

说起这些，上了年纪的村民董绪伍深表认
同：“村民个人富裕了，村组织却衰落了。这
几年村党支部凝神聚气，才让村庄重新振兴、
再度辉煌。”

不光是董绪伍，王海三村上年纪的老人，
讲起村史，都爱说“再度辉煌”。

王海三村确实有值得村民骄傲的过往。
“那时候啊，组织有劲头，村事有牵头，村庄
有奔头。”董绪伍说。

“那时候”，确切说是上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春潮初起，王海三村走在时代前列。

打破大锅饭，搞起多种经营。村庄土地由
妇女、老人负责照料耕耘，男人外出务工，挣
钞票换工分。

当时东营因石油肇兴，城市建设如火如
荼。王海三村人成群结队，干起建筑工程，
“二三百人呢，都骑着自行车，像一团云会集
到了东营。”支部委员王来霞说。

1985年，王海三村发生了几件振奋人心的
大事，也引得邻近村庄热议：建起新小学，校
舍干净敞亮，娃娃上学不出村；买来发电机，
黑洞洞的夜被点亮；购置新水管，打起深水机
井，清水自流百姓家。

三件“民生”大事办下来，附近村庄啧啧
称羡：“啥时候，（俺村）才能像王海三村一
样阔啊？”

沉浸在“幸福生活”中的王海三村，似乎
没人意识到：“党支部”在其中牵线搭桥的妙
用。正是其出面号召，才将村民涓涓细流汇成
滚滚江河，集中力量办了这些大事。

随着分田到户政策实施，村庄各家只干各家
活，村庄事渐渐无人问津，党组织也开始涣散。

此时，王爱荣也不再参选村干部，携家带
口到东营干建筑，“那时候，人人都为自己奔
忙”。王爱荣的生意越做越大，有了自己的建
筑队和厂房，生活也越来越像样。

当老板后，王爱荣多了一个新名：王总。
可王爱荣还是喜欢家乡人叫她“爱荣”。听着
亲切，听得欢喜。

有时候，她还会想起生她养她的故乡，喜
欢托人打听村里的情况。

没过几年，王爱荣听到的消息越来越糟
糕，“村民虽然富裕了，但组织的事情没人管
了。三提五统交不齐了，道路泥泞没人修，村
两委处于涣散状态”。

短短数年，王海三村村“两委”逐渐涣
散，乡镇领导为村庄班子操碎了心。群众对村
两委总是不满意，工作始终难开展。“也不能

怪群众抵触。村“两委”成员平常在外忙挣钱，村
庄事基本撒手不管，村民肯定心生不满。”村民王
成义说。

无奈之下，乡镇领导给王爱荣打电话：
“爱荣啊，你是王海三村人，现在村庄没了带
头人，要不你回来试试？”

王爱荣心里犯起了嘀咕。心里愿意回去，
可生意怎么办，老伴是否支持？她心里有顾
虑，话就留有余地，“咱是王海三的，也舍不
得这个村，先让我想想。”

王爱荣自觉大大咧咧，想着“咱去试试，
能干就继续干，干不好就让贤”。老伴王增林
却坚决不同意，不愿妻子去膛这浑水，可他最
终没能犟过直率的妻子。搞定了老伴，王爱荣
兴高采烈回乡了。

古语有言，百闻不如一见。王爱荣回乡亲
见，果然大为惊叹。

补屋修路，收拾民心

从前那个生机勃勃的村庄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暮气沉沉的一盘散沙。

王爱荣回乡，决定先到村两委摸摸情况。
她刚走到大门口就发现，记忆中方方正正的两
委大院变得狭长，房间几乎少了一半。她一打
听，原来大院西侧租给了村民做了纸箱厂。

王爱荣前脚刚踏进东北角的办公室，便觉
得阳光刺眼。抬头一看，房顶亮堂堂一片———
屋顶竟然残缺不全。有村民悄悄告诉她，村两
委之前走了水，火苗燎了屋顶，没人来修补，
留下个大窟窿。晴天晒太阳，雨天下水汤。

晚上召集24名党员、31名代表开会议事，
王爱荣才发现村“两委”不仅失了火，还断了
电。王爱荣无奈，打起电筒，点上蜡烛，和大
家脑袋挨脑袋，开了个小短会。屋顶星辰闪
烁，屋内你说我说，竟没一个人提前离开。

第二天，王爱荣上供电局询问。对方告诉她，
两委欠缴电费许久，按照规定就要断电。“嗯，没
事，电费可以先从（两委房屋）租金收入里出”。王
爱荣想回村先看账目，支笔钱把电费补上。

可她一翻账目，却发现是笔糊涂账——— 房
屋出租两三年，租金收入却是零蛋。再往下
翻，王爱荣顿觉头晕目眩，“村‘两委’没有
一笔收入，负债却有好几万。这笔帐，现在都
得自己还。”

王爱荣心里苦，电话里就向老伴抱怨。老伴
开导她：“大不了就不干，回来也不愁吃穿。”

说者有意，听着亦有心。王爱荣一阵激灵，如
梦方醒，想起黑漆漆短会上，烛光摇曳下，村民眼
中泛着的光。她对老伴说：“咱是王海三人，咱不
想着王海三，谁还想着王海三？”

说干就干，先克难点。王爱荣从自家拿出
一万多元，把村庄拖欠的“三提五统”垫上。
她又掏出几千块钱，交了拖欠电费，又找人修
补窟窿，吊了顶篷，刷了新漆，破烂烂的办公
室有了新气象。

硬件既然齐备，软件不能拖累。她再度召

集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目前最急迫的问题，
“先抓民心，倾听百姓意见。民心齐了，工作
就好开展。”这是王爱荣向上年纪的老人请教
后，再加以总结提炼。

代表会上，大家发言踊跃，你一言我一语，有
时争论不休，有时异口同声。王爱荣全都认真记
录，最后列出最紧要两条：修路和打井。

王爱荣认为，力量要集中到一个拳头，才
能打倒困难。如果两项工作同时铺开，也许最
终无功而返。

修路急于打井。王海三村地处三县交界，
去哪都不方便。村庄道路坑洼，颠簸晃荡，出
门就是磨难。阴雨天，村内路成了水泥路、浅
水塘，这边深那边浅，车辆进不来，群众出不
去。村民笑言，雨天出门就像西天取经，要经
九九八十一难。

“因为这路，别的村粮食能卖到一块二，
俺村只能卖一块一。”村民王成义说。要是村
民有意见，对方立刻怼回去：那你自己想法把
粮食拉出来。村民顿时哑口无言，徒余不满。

看来，修路确实是民生所需、民心所向。
王爱荣盘算，若是能把路修好，村民对村两委
的信任，可以初步建立起来。

可修路是项大工程，配套资金从哪来？此
时让村民分摊，必然引起反弹。“修路不能收
村民一分钱。”王爱荣笃信，这条路修好后，
村民一定能体谅这份用心。

王爱荣把目光瞄准了村两委的另一半。她
找到租赁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能光
租房子不给钱，这合同不能这样算。”对方自
知理亏，担心房子被收回，也就同意出钱。王
爱荣决定租他三十年，租金一共十三万，一次
性交全。不久，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修路
资金总算有了来源。自此，王海三村两委大院
的“怪现状”被保留下来。

王爱荣拿着十三万元，自己再垫三万元，
凑齐十六万，交给公路局办公人员。此后，她
三番两次上门，恳求政策支持，加快项目进
展。

村民中本有人不相信王爱荣能把路修成，等
到工程机械开到村边，这才心安。等到道路修筑
完毕，村民终于发现，这届村党支部，和以往相
比，还真有点不一样。“从前大家事无人关心，
现在踏踏实实为百姓办事。”王成义说。

更多的惊喜，还在后头。

填坑建院，人心“思齐”

王爱荣记得，王海三村当年的“幸福”，不仅
是个人的富裕，还有集体的茁壮，“众人拾柴火焰
高，党组织涣散如沙，村庄哪能振兴？”

王海三村路东头有一座蓄洪湾塘，正好卡
在出村中心路上。它长约四五百米，宽有四十
二米，最深处达六米。中心路到这被迫沿湾塘
劈为南北两段。住户毗邻塘边，道路贴着塘
沿，危险如影相伴。“村民开车拉粮，滑到坑
塘，虽无命案，却也惊险。”董绪伍回忆起来，

至今犹有余悸。后来这里成了垃圾场，一到盛夏，
腐败变质，臭气熏天，百姓满腹怨言。

王爱荣早就想把湾塘填平，可海量的渣土
从哪来？她和党支部成员商量着，要是有合适
的机会，就争取解决这个难题。

2012年，曹王镇开始修建村庄道路，产生
了大量渣土。王爱荣听说后，立马就去求乡镇
领导。她希望把渣土让给王海三村，帮着把坑
塘填起来。她态度真诚，要求合情合理。乡镇
领导二话不说，立即决定王海三村只需承担运
费，所有渣土免费相赠。

为了填塘费用，王爱荣先自己带头捐款，
再发动募捐，又外出找乡贤，挨个上门化缘。
虽然遭了不少白眼，却也凑齐了钱款。

一辆辆卡车驶进村庄，渣土倒进了坑塘。
他处道路修好了，王海三村坑塘也填平了。村
庄道路不仅顺利裁弯取直，还一下子多出了大
片空地。如何处理这块空地，成为接下来要考
虑的问题。

此时有人提出，村两委大院已使用三十余
年，破败不堪，“办公面积不到70平方米，每
次开会都挤在一起，确实不方便。”有人提
议，多出来的那块空地，可以建新办公室，改
善办公条件。王爱荣想了想，觉得“办公室虽
然破旧，但新旧无所谓，不如盖个幸福院，给
村民提供娱乐场所”。

2016年底，幸福院建设完成，共有7间房，
内设棋牌室、休息室、会议室，旁边还修建了
健身广场。村民在屋里打牌娱乐，跳舞聊天，
好不热闹。

彻底解决了修路难题，打井问题提上日程。
1985年安装的水管，因年代久远，已经不

堪其用。水管破碎开裂，沿途滴漏严重，村民
饮水困难。董绪伍有段时间在博兴带孙子，村
民打电话告诉他：“你快回来吧，你家被水淹
了。”董绪伍火急火燎跑回家，开锁推门一
看，心中叫苦不迭：积水虽然不深，但许多家
具还是腐烂，“水管原有裂缝，下午集中供
水，全都漏了出来”。

王爱荣决定动员村民更换水管。她估摸着，
这是笔大投入，村民要承担不少钱，反对的声音
肯定很多。如何说服大家，是工作难中之难。

可她没想到，更换水管得到了一致同意。
经过仔细计算，每户人家需要分摊2000元。这
次不仅没有反弹和不满，家家户户还踊跃捐
钱，很快就凑齐了资金。

仅仅几个月，工程队就完成了水管安装。
包工头感叹于项目的顺利，私下表示要送王爱
荣一万元感谢。王爱荣犯了难，就在代表会上
当众提及此事。最终，在代表们的见证下，王
爱荣以党组织名义用这笔钱买了净水器，安在
机井旁边，让井水更加清冽甘甜。

采访间隙，支部委员王兴芳端来一杯新泡
茶水，自豪地说：“来尝尝我们的井水，几百
米下的深水，又经过净化，味道可好了。”记
者稍饮一口，绝无盐碱苦涩，反倒有股清甜。

随着工作开展，王爱荣也渐渐摸清了规
律，“村党支部要管好村庄的难点痛点，解决
村民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你真心为百姓办
事，百姓自然拥护你。”

支部带就业，党建促发展

随着建筑工程衰落，王海三村产业陷入青
黄不接的窘境，村内群众收入普遍较低。王爱
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让产业振兴、让群众
富起来，才是保证村庄常态发展的根本之策。

本着这个信念，王爱荣在外出调研的基础
上，号召在家妇女搞养殖。可这项工作起初怎
么也推不动，有人反映：“养殖是好事，但问
题是没钱。”发现村民有顾虑，王爱荣表示：
“没钱没事，我们党支部负责给你们贷款。”
就这样，她和党支部成员忙前跑后，成功帮助4
户村民贷到二十多万元，她自己也借出5万元，
在村里建起了8个养殖大棚。

大棚专门养殖樱桃谷鸭（即北京鸭）和肉
猪。经过多年发展，原先的8个养殖大棚发展到
了如今的18个大棚，养殖户也从4户发展到25
户，年出栏肉鸭90万只，肉猪500余头，村民在
王爱荣带领下，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村民李强经营着几座大棚，是村庄樱桃谷
鸭的“养殖达人”。可在准备上项目之前，他
跑断腿也办不下贷款，急得直上火。王爱荣以
个人为担保，帮他成功贷款，如今他的养殖事
业越做越大。

随着养殖业渐入佳境，王爱荣将目光瞄准

了二产发展上。她依托临近“厨都”博兴县兴
福镇的地理优势，号召村庄青年就近创业，发
展厨房设备配套加工。截至目前，全村成立厨
房设备企业、作坊的家庭占到了村庄的70%，为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王海三村的产业振
兴走在了全镇前列。

如今每月5号、15号、25号，王海三村都要
开党建会，有党员和群众代表参加。大家讨论
学习，各抒己见，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党支
部根据会议内容，总结归纳接下来的工作重
点。正是从党建上得到启发，党支部正计划和
中国农科院一道打造葡萄园实验基地。王来霞
说：“党建带动村庄发展。从前党组织涣散，
村庄没有目标。现在大家齐心，各展所长，村
庄面貌改善，发展有了方向。”

巾帼党支部，起航再扬帆

2011年前，王海三村党支部两男一女。2011
年，两女一男。2014年换届选举，王爱荣再度
当选党支部书记，王来霞和王兴芳当选支部委
员。王海三村自此有了巾帼党支部，支部委员
清一色的娘子军。

村庄共有26名党员，其中23位是男性。如
今男性全部落选党支部，这在村内外引起轩然
大波。有村民公开质疑：“党支部全是女的，
连个有力气的都没有，到底行不行？”

外村百姓也嘲讽王海三村人：“你们村男
人干嘛去了？全是女人当家作主。三个女人能
唱出什么戏？”有人揶揄王爱荣：“你们村，
有点阴盛阳衰吧。”每次赴乡镇开会，听到别
人议论，王爱荣总觉得有些尴尬。

考验接踵而来。2014年，王爱荣儿媳妇因
早产身体虚弱，急需有人照顾。儿子虽然没有
表态，老伴却发了意见，“你还要不要这个
家？”王爱荣左右为难，两头都舍不得。

老伴看她为难，心里也随之一软。看着老伴
日渐苍老，他也放心不下。后来，等到儿媳妇身体
痊愈，老伴也回到村庄，照顾王爱荣的生活。

2017年，村庄负责管理机井的电工突发心
脏病去世。王爱荣先以年工资3000元，再以6000
元，最后以12000元招聘电工。可村民忙着自己
生意，始终没人愿意干这辛苦活。王爱荣没办法，
就动员老伴兼任电工。老伴起初不乐意：“我又不
缺那个钱。”王爱荣以柔克刚：“我不是当书记吗？
你这是给我帮忙，支持我工作，也是支持王海三
村啊。”村庄这才有了电工。

打井、修路、改善村容村貌，前前后后累
计需要百万元支出。但受条件限制，王海三村集
体经济却并不宽裕。为了能把钱花在刀刃上，王
爱荣带领村两委搞节俭，能自己干的工作绝不找
人，办公用品谁家有就拿来用。“村委会的桌椅、
条凳和空调，都是出去找人化缘来的。”王爱荣
嘿嘿笑，仿佛在自嘲，仿佛在炫耀。

省出来的钱作什么？村党支部早有打算。
为村民缴纳安康保险、治安保险；逢年过节，
还为70岁以上的村民发放福利，这些点点滴
滴，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017年党支部换届选举，巾帼党支部再度
高票当选。

因为忙着民生，巾帼党支部在村庄威望日
高。从前村庄事务，人人推却，现在情况出现
了改变。

今年，王海三村原有公墓趋于饱和，逝者
没有了安葬场所。巾帼党支部决定把开辟新公
墓作为重点任务。但村庄没有机动地，基本农
田又不能变更用途，工作推动困难重重。村民
王中滨、王本贵主动提出把租赁村集体的一亩
三分地，返还给村两委使用。

这片土地曾因拉土成为湾沟，后来又栽上
苗木，已经租赁许多年头，绝大多数人已经不
知道这块地的归属。如今他们主动提出归还，
作为村中公益用地，令王爱荣感慨万千，“真
正感觉村民认同村党组织了，从前人人为己、
漠视集体的局面改变了。”

如今，王海三村道路平坦宽阔，村容村貌
优美整洁，百姓幸福感迅速提升。村民王成义
站在两委大院“乡村振兴”宣传墙边，发自肺
腑地笑。

王海三村三十年的兴衰起伏，验证了一个道理：党组织不强，村庄不靓。村庄先靠干建筑，后靠厨房设备，走向了个
人富裕。但村党支部薄弱涣散，曾导致各项事业停滞不前。如今依靠巾帼党支部组织振兴，王海三村走上了再度辉煌之之
路。

女支书王爱荣：从个人富到组织强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陈彬 邵强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王海三村内宽阔
的马路，此前是破烂
的泥路和坑塘。

村 民 走 在
“乡村振兴”宣
传墙边。

幸福院外墙
上的移风易俗宣
传画。

村庄幸福院
内的休闲娱乐场
所。

陈彬/摄影
王海三村巾帼党支部成员王爱荣(右一)、王兴芳(中间)和王来霞在开会讨论村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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