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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郭素彦 孙希洋

铲平“乱穷愚”三座大山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全村人吃水仍靠肩
挑背驮，为了温饱发愁。”刘庆安回忆，他于
1991年1月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集体仍有
欠账3000元。

作为原村委委员，刘庆安清楚地知道刘庙
村年复一年的贫困和落后是怎么造成的：条件
差、班子乱、人心散，群众抱怨村干部没正
事、干不成事。

“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
找到一条经济发展的好路子。怎样改变这种状
况，成了我日思夜想的难题。”刘庆安觉得，
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出去看看发展好的地方是
怎么干的。于是，刘庆安踏上了外出参观考察
之路。

外出考察，解放思想，刘庆安视野开阔
了，思路明朗了。经过与班子成员反复研究，
他们决定依靠党员的骨干带动作用，彻底铲平
“乱穷愚”这三座大山。

在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刘
庆安带领支部成员制定了16条村规民约。同
时，号召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齐心解决热
点、难点问题……新支部班子大胆泼辣、敢于
硬碰硬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党员、群众的信任，
凝聚了民心，为刘庙村的健康发展开了个好
头。

“老百姓有想法，干部有责任。”刘庆安
说，当时刘庙村贫困的一大根源在于缺水。所
以，全村把解决水的问题作为头号任务，提出
了治贫先治水，开挖沟渠，引5里地以外赵王
河、三八渠水入村的大胆设想。

“党员带着群众农闲大干、农忙小干。3
个春秋的埋头苦干，共动土用土6万余方，开
挖沟渠5公里，打机井20眼，使当时全村2208
亩耕地全部变成了水浇田。”刘庆安回忆，
“挖沟修渠打井那阵子，镇党委书记汤丙水说
我们一个村干了一个管理区都干不了的活。”

水的问题解决后，刘庙村开始认真研究市
场行情，尝试种起了苗木。此外，全村还建成
了400亩棉花良种繁育基地、开挖废旧坑塘30亩
用于养鱼等。多种经营使全村每年增加收入50
多万元，全村人的温饱问题逐步解决。

班子成员带头干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为此，
刘庆安十分关注关于发展经济的信息。1991年4
月，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优先
扶持一批立足资源优势，投资少、见效快的农
牧业深加工项目，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

良机，必须紧紧抓住。
“我们找来了在外经商的刘学景，决定创

办以饲养肉食鸡为主的畜牧实业公司。当时面
临的最大阻力就是群众不理解，我们只能一家
一户地做思想工作。”刘庆安告诉记者，“办
企业盖厂房需要占庄稼地，这对于世代以种地
为生的村民而言，就等于把饭碗交给别人，村
民都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责任田。”

没人愿意拿地，刘庆安就提出先拿自己的
责任田。 .有村民说：“你以后要是不干了咋
办？”面对各种质疑声，刘庆安决定带领支部
一班人先干起来，让事实说话。

没资金，刘庆安领着村“两委”一班人分
头跑贷款；钱不够，刘庆安发动支部成员带头
拿出准备盖房子、娶儿媳的钱凑上；缺技术，
刘庆安便提出邀请山东农业大学的教授亲临指
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年底，投资320万
元，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饲养2万套父母代种
鸡的第一良种鸡综合场终于建成投产了，次年
创产值500万元，实现利税40万元。尝到了办企
业的甜头后，他们没有小富即满，而是将鸡场
更名为凤祥集团，摸索出一条“公司+基地+农
户”的运行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养鸡致富。

瞄准标杆谋发展

“近几年，由于刘庙村经济发展比较快，
一些党员，甚至包括少数干部也认为我们发展
得可以了。论经济收入，是全市数得着的。论
荣誉，我们国家级的也不少。全国能有多少这
样的村？我认为这种思想要不得，必须立即采
取措施，转变他们的思想。”刘庆安说。

为避免党员干部“坐井观天”，刘庆安带
领大家走出刘庙村参观学习。

“如今，外出参观学习已经成为我们村的
规定动作。”刘庆安介绍，通过学习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先进单位的发展经验，教育和启
发了刘庙村的党员干部。他们还坚持开展“别
人都在发展，刘庙怎么办”“走出刘庙看刘
庙”的大讨论，让每个外出参观学习的党员干
部对照外地先进典型，至少找出一条刘庙村的
差距。一系列解放思想的主题活动，激发了广
大党员为改变刘庙村面貌，促进经济发展，务
实创业的激情，从而带动全村群众共同发展，
形成了“支部活起来、党员动起来、百姓富起
来”的发展局面。

据悉，刘庙村72名党员中已有50人有个人
致富项目。其中，党员刘学景创办的新凤祥集
团已成长为国家级大型企业，李雪英等12名党
员联合创办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带动村民致
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庙村也从之前的软弱
涣散村，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特色村，村党支部
也先后被表彰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

从贫穷落后村到“鲁西第一村”

“解放思想是地方发展的动力源泉”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济泉新

4月18日，当记者来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的手工制作坊，身着病号服的王姓休养员（患
者）正和心理咨询师张雯一同站在绢花制作操
作台前交流。见到记者前来，王姓休养员点头
向记者表示欢迎，随后便回到座位，与其他6位
病友一道对操作台前的绢花进行最后的检查、
包装。上个月，这间手工制作坊加工的部分
“菊花”产品，已经成功销往了意大利。

“这位休养员曾患有严重的社交障碍。刚
来作坊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一言不发，我们
都一度怀疑他是不是不会说话。”想起初识这
位王姓休养员的场景，张雯感慨，“随着对手
头工作熟能生巧，不少病友开始主动向他咨询
制作方法。一天，当一位病友问他会不会处理
新到的一批绢花时，他的嘴巴动了动，轻声地回
了声‘会’。声音很小，但我们听着却很惊喜。”

“为了提升休养员的自我认同感，我们还
会根据他们的工作量发放‘工资’。‘工资’
由医院财务处直接打到休养员的银行卡上。”

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江景华介绍，作为
鲁西北地区唯一一家以防治精神病为特色的三
级甲等专科医院。1956年建院至今，聊城市第
四人民医院始终坚持让休养员有健康、有尊
严、有价值的工作理念，积极探索适合多种精
神类疾病康复的诊疗手段。

“2015年，我们与济南的同行在探讨关于
如何更好地开展休养员的后期康复时，提出了
让休养员参与劳作的想法。经过反复论证，我
们最终决定为休养员打造一处劳作平台。我们
首先想到的，就是为休养员提供的劳作不能太

复杂。在对比多家企业后，最终确定与禹城的
一家绢花制作企业合作。而且通过协商，这家
企业同意以公益的形式与我们合作，不仅为我
们提供半成品，还不要求工作量。”

江景华介绍，建设手工作坊的目的，就是
希望精神康复后期的休养员可以通过手工劳动
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帮助他们重新树立生活的
自信心，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进而恢复社会
功能，促使其在回归社会后具备自食其力的能
力。据统计，2017年至2018年两年时间里，共
计休养员63918人次参与绢花制作。

劳作平台助力医院休养员恢复社会功能

“我们一直坚持解放思想。我认为，解放思想是地方发展的动力源泉。思
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决定着这个地方发展的程度。”阳谷县安乐镇刘庙村党总
支书记刘庆安介绍，刘庙村从过去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发展到“鲁西第一
村”，得益于全村上下敢想敢干、担当作为。

□孙亚飞 郭健辉 祝猛 报道
本报冠县讯 日前，省供销社就贫困户信

息、对接情况、帮扶成效，开展了行业扶贫电
话调查活动，冠县供销社取得了“帮扶效果较
好”占比91 . 3%的好成绩。据介绍，冠县供销
社把参与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政治任务，立足行
业实际，开展行业扶贫，列出责任清单，出台
实施意见和工作方案，通过产业项目帮扶、农
业服务帮扶和钱物走访帮扶等措施开展分类帮
扶，确保供销行业扶贫取得实效，为全县脱贫
攻坚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结合深化综合改革，建设为农服务平合。
冠县供销社为打造成党和政府抓得住、用得上
的“为农”服务骨干力量，着力推进为农服务
中心建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贫困群众
提供放心农资和免费测土配方、智能配肥服
务。

做好产业项目帮扶，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冠县供销社发挥组织体系健全、网络体系完整
的优势，积极争取各方面资源，帮助帮扶主体
发展扶贫项目。3年来，共争取省供销社扶贫
资金143万元，其中利用30万元，提升康帝源
为农服务中心废菌棒处理功能。康帝源为农服
务中心认领帮包店子镇赵当铺村贫困户36户50
人，目前该中心已将3万元收益分红发放到帮
包贫困户手中。

在中秋、春节、扶贫日期间，冠县供销系
统积极行动，对帮扶的贫困户进行全面走访，
通过面对面交流，进一步了解贫困户的需求，
帮助其坚定脱贫不返贫的信心和决心。截至
2018年底，全县供销系统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78户119人，全部实现高质量脱贫。

冠县供销社

行业扶贫实打实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茌平讯 近日，聊城市扶贫办副主任

陈玉桥组织聊城市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学员
赴茌平县肖家庄镇小高村观摩培训学习，鼓励
他们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

小高村负责人对创新项目发展模式、解放
闲置劳动力、带动周边村民脱贫等工作进行现
场讲解，学员们则通过一看二听三问四交流等
方式考察学习。

在小高村山东汇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观摩
后，学员们认为该公司先进的管理理念、养殖
模式、养殖技术等值的思考与学习，并表示此
次观摩培训效果显著，不仅帮助自己更新了知
识结构，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致富思路，还增
强了服务现代农业的信心和能力。

创业致富带头人

实地考察扶贫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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