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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周振兴

“当我知道自己要参加国庆观礼的时
候，心里的激动无法表述。新中国走过了
70年的风雨历程，从当初的一穷二白到现
在的繁荣富强，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骄
傲！”菏泽市曹县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
银香说：“在观礼时，我感到无比骄傲和
自豪！”

“五里墩村的发展，就是我们祖国发
展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一穷
二白，但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排除万
难，在短短的70年内，艰难地走过来了，
让十几亿中国人民奔向幸福生活，这是举
世瞩目的成就，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和
骄傲！”

30多年前，五里墩村还是一个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问题村，现在却已变成了全

国知名的明星村、小康村，这里不仅是中
国首批本土体细胞克隆牛的诞生地，还是
国家有机食品基地。这一切的变化，离不
开王银香和全体干部群众的努力。

上世纪80年代的五里墩村流行这样一
句话：“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种地
地不收，种草草不长。”村民谢付生说：
“当时没有人愿意当村支书，谁也不愿意
管这个烂摊子！”

1986年，王银香当选五里墩村党支部
书记，她先后用了5年时间，将全村的
3000亩土地通过“反租倒包”方式整合到
了一起，并实施产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
理。

在此基础上，王银香又开始尝试发展
花卉种植、果园采摘、观光农业等新项
目，使五里墩变得硕果累累、鸟语花香。

发展智慧农业是大势所趋。去年以
来，五里墩村投资1200余万元，完成30座

新型智能化大棚建设。他们还和浪潮集团
合作，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建立农
业数据智能化采集、处理、应用、服务、
共享体系。

此外，五里墩村逐步切入电商领域，
培养了鲜蔬品牌“优鲜福”。短短几个
月，线上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为了促进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他们建设了“有机
生活体验馆”。在实体店里，消费者不仅
可以消费健康产品，还可以了解有机生活
方式。现在，菏泽市内的实体店已经建设
了16家，下一步将进军济南等城市。

“今后我要做的就是继续做好本职工
作，发展好农牧产业，带动更多老百姓致
富，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绿、更美，让
更多人得到幸福，为乡村振兴作出自己的
贡献！”结束国庆观礼，仍然难掩激动之
情的王银香告诉记者。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这都是党带领全体人民奋斗出来
的。”10月1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
朱村，刚刚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的三
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说。

今年79岁的王乐义，于1978年当选三
元朱村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已
工作了41年。

彼时的三元朱村要钱没钱，要物没
物。“让乡亲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我
才算称职。”王乐义说。

上任后，王乐义动员17名党员干部，
发展日光温室蔬菜大棚。试点成功了，黄

瓜大棚亩产值超过3万多元。“自己富了
不算富，一个村、一个县富了也不算富，
只有全体人民都富了，才叫富。”王乐义
说。随后，寿光建设了30万亩大棚，并成
立大棚技术推广协会，向全国派出技术
员，用12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北方冬季
吃不上新鲜菜的问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听党话、
跟党走，要勇于担当，积极奋斗，干出业
绩。”王乐义告诉记者，在温室大棚种植
中，他们不断进行探索创新——— 下挖1 . 5
米，大棚利用地温，提高棚内温度，使在零
下25℃、光照好的北方地区，冬季一样可以
生产出好的蔬菜；与中国蔬菜集团合作，推
行“村两委+合作社+农户+超市”模式，不
断提升蔬菜品质，印有生产流程二维码的

三元朱蔬菜，成功销往海外。
如今的三元朱村，是全国文明村，名

声在外。近年来，三元朱村率先试点推广
“家庭养老”模式，并为70岁以上老人每
月发放养老补贴，并率先在全国推行首个
“储能+多能互补+智慧能源”清洁能源
供暖制冷工程示范项目，探索村庄生态可
持续发展。在三元朱村，本村大学生可享
求学补助；村集体出资为村民办医保，小
病不出村、大病有医保。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正在三元朱村一步步变为现实。

“党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宏伟
目标，农村和农民更要奋斗。我还要继续
贡献力量，为乡村振兴而奋斗。”王乐义
说。

用奋斗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 本 报 记 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王 刚 李 鹏

19岁当兵，26岁做村支书，经营过杂
货铺，承运过客车，直到如今的保安，尽
管已是70岁高龄，但高教之老人始终“不
服老”。“赶上了好时代，咱就不能落后于
时代，得干在好时代。”在位于东营市东城
街道的家中，高教之信心满怀地说。

高教之出生于利津县陈庄镇崔东村，
出生日比新中国成立早几天。19岁那年，
高教之成为一名军人，两年后光荣入党。
“当时军人入党条件非常苛刻，能入党是
件很光荣的事情！”高教之告诉记者，在
部队的时间里，他积极作为，有困难冲在

前，有危险身先士卒，荣立了一次三等
功。

1975年5月，退伍回到家乡后，耿直
肯干的高教之先后担任利津县陈庄公社崔
东大队副书记、书记。虽然信心满满，但
上任伊始，年轻的高教之就遇到了难题：
崔东大队500余口人虽然有近千亩土地，
但盐碱化都比较严重，农作物收成不理
想，有的甚至绝产。据高教之回忆，当年
他们大队小麦年人均产量不到200斤，因
为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几乎年年都要
靠国家补给才能勉强度日。

1978年开始，在高教之的带领下，崔
东大队利用冬闲时间，动员全体村民对土
地进行平整和沟渠开挖。连续两个冬天，
近千亩土地在村民的铁锨下变了模样。
“土地平整后，我们村的可用耕地由原来
的五百亩增加到了八百多亩；因为有了沟
渠，灌溉更加便利，对土地按时浇水压碱

后，农作物的产量也一下提升了近百分之
五十。”高教之说，这件事让崔东大队的
凝聚力更强了。“现在，我们崔东村的一
些道路和沟渠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缮
的，看到这些就能回想起当年挥汗如雨的
场景，满满的都是回忆。”

1980年，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崔东
大队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
有了自己的责任田，生活状况也开始逐渐
好转，高教之则带头搞起了杂货铺，为村
民树立拓展致富路的榜样。一时间，做豆
腐、搞货运、外出经商的村民层出不穷，
村民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这也为后期村
子涌现出多个财富带头人奠定了基础。

温饱问题解决了，高教之又看到了新
问题。虽然学历不高，但身为村支书的高
教之坚定地认为：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为
了让村里的孩子们有敞亮的地方上课，高
教之开始为筹建村里的新校舍奔走，直到

1985年，高教之在村里党员和群众以及上
级的支持下，顺利筹集5000元钱，为村里
的孩子们建起了12间教室。村里还为每个
教室配备了一台锅炉和一吨煤炭，让孩子
们在冬天能不受冻、安心学习。直到现
在，村里曾经在校舍读过书的村民还对这
所学校记忆犹新，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入了
高等学府。

1992年，高教之主动请辞村支书这一
职务。经营了4年客运生意后，年近半百
的他选择了“退居二线”。高教之感慨地
告诉记者，7年的部队生活对他的一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近50年的党龄也早已让
他将自己与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连在了一
起。而在间断休息了几年后，高教之又选
择重新回到“岗位”，为社会发挥光和
热。“国家现在发展得这么好，这么‘年
轻有为’，我这才70岁，年轻着呢，还能
行！”高教之笑着说。

与新中国同龄的农民高教之说，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

“赶上了好时代，就要干在好时代”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宋学宝

台上演员唱着吕剧《龙凤面》，台下
村民跟着哼唱。10月3日上午，昌乐县五
图街道庵上湖村荷兰式玻璃温室外，56岁
的庵上湖村村民赵修光瞅着台上热闹的节
目和台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扭头对同村老
大哥胡兆利咧嘴一笑：“咱村里现在真热
闹，文化活动搞了起来！”

70多岁的胡兆利接过话茬：“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是刚吃饱饭，九十年代吃好
饭，进了新世纪开始鼓腰包。原来担水
喝，如今通了自来水；原先烧柴火，如今
又通了天然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赵修光与胡兆利开
始琢磨怎样吃好饭。先是当时年轻的赵修
光下了手，1995年在自家田里盖起了冬暖
式大棚，种上了翠绿的黄瓜。赵修光说，
当时村里人还不敢尝试，他种了几年后，
胡兆利才跟着尝试了一把，成了庵上湖村
第二户种大棚菜的农户。

头两年，由于大棚数量少，赵修光要
自己跑出去卖，加上品种和管理跟不上，
种了几年大棚也没赚到多少钱。“兆利老

哥，咱村发展多亏了成立合作社和搞规模
化种植。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俺
今年一茬线椒就卖了10多万元呢。”赵修
光喜滋滋地说。

这老哥俩不远处，庵上湖村党支部书
记赵继斌也与五图街道邓家庄村党支部委
员王青海头对头聊得热火朝天。邓家庄村
与庵上湖村挨得近，只有5公里路程，但
发展逐渐落在了庵上湖村后面。

“要说俺村发展有啥经验，那就是把
‘潍坊模式’落了地。”今年56岁的赵继
斌从2001年起担任庵上湖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庵上湖还是个无资源优势、无区位
优势、无产业优势的落后村。赵继斌明
白，落后村要发展，必须学习先进经验。
其中，突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业生
产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这
一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潍坊模式”就是潍
坊各地农业农村改革创新经验的集成。

赵继斌先领着村民去寿光、诸城等地
“开眼界”，又连开了7次党员会、4次户
代表会。之后，庵上湖村开始了大动作：
流转土地，兴建大棚，发展合作社，党员
带头搞起了优质瓜菜种植。“要发展好，

就要打牌子。我们在蔬菜品质上做文章，
从发展无公害瓜菜，到种植绿色、有机蔬
菜，打出了‘庵上湖’品牌。”赵继斌
说，“党支部+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日臻
成熟，最初只有15户社员的华安瓜菜合作
社已经发展到243户社员。2018年，庵上
湖村集体收入达到9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
入达到3 . 5万元。

“落后”了的邓家庄村也着了急。
2017年大年初八，邓家庄村“两委”就集
体到庵上湖村“拜年”，学习该村的“党
支部+合作社”模式，建起蔬菜大棚，并
选择走品质化路子，经过几年发展，也打
出了名声。目前，邓家庄村已有37个高温
棚，今年7月份又动工修建占地31 . 5亩的
全钢结构半高温棚。

“刚开始是单独学习庵上湖，如今俺
村与庵上湖联系更密切了。”王青海说。
如今，包括邓家庄村在内，五图街道今年
有23个村划到了以庵上湖村为核心的方
山—庵上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内，为的就是
在做强做精庵上湖村“点”的同时，带动
周边村这个“面”，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共同发展。

片区带动、全域提升，是潍坊市创新
提升“潍坊模式”的举措之一。今年以
来，潍坊市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
区为统领，坚持产业为基、全面振兴，片
区带动、全域提升，城乡融合、全要素支
撑，组织引领、全民行动，推动“三农”
工作实现由量到质、由线到面、由局部到
全域、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

9月14日，庵上湖村用旧学校改建的
幸福院正式运营，包括胡兆利在内的23名
本村老人住了进去。胡兆利告诉记者，他
的子女每年只需拿3000元钱，加上他本人
的630元土地流转费，剩下的费用则由村
集体兜底，“吃饭有荤有素，还有人照
顾，甭提多好了。”

“前几年就想搞幸福院但不敢搞，因为
那时村集体收入不稳定。现在心里有了底，
仅我们的乡村振兴学院每年就有20万元的
保底分红，这些钱将全部投入到幸福院
中。”指着完成主体建筑的庵上湖乡村振
兴学院，赵继斌告诉记者，这所由工商资
本下乡建设的学院投入使用后，将整合各
类涉农培训资源，打造科技、人才等资源
向乡村汇聚的承接载体，助力乡村振兴。

王银香：俺村是祖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23个村抱团，共奔振兴路
看庵上湖村如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王乐义：要继续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记 者 高 田
通讯员 李凤国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3日8点50分，
一队由一辆大巴车和七八辆私家车组
成的车队在警车一路开道护送下，从
聊城跨越130余公里，顺利来到济南市
血液供保中心。车里乘坐的80多人都
是来自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仙
庄村的村民，他们一大早乘车专程来
济南，为本村病重的村民姜风英献血。

近日，在济南就诊的姜风英被诊
断为肝衰竭和肝细胞坏死，需要进行
人工肝支持治疗，急需大量血液维系
生命，需血量超过20000毫升。因济
南市血液供保中心无法第一时间提供
如此用量的血液，1 0月1日1 8时2 1
分，姜风英的大儿子任宝福在村里微
信群发布了求助信息。仙庄村党支部
书记孙乐文了解到姜风英的病情后，
立即向全村发出倡议：“一人有难，
家家支援！困难之处显真情，希望大
家积极参与，伸出援手！”

得知消息的村民踊跃报名，不到2
个小时，微信群里爱心接力报名人数
达到200多人。当晚仙庄村村“两委”召
开紧急会议，发动调剂全村50岁以下
符合条件的村民，利用10月2日和3日
两天时间，分批次前往济南献血。

10月2日早晨，30名村民分别搭
乘四辆私家车赴济南献血，但因国庆
假期期间道路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
慢，耽误了不少时间。为保证10月3
日村民集体献血行动顺利进行，孙乐
文决定向聊城市交警支队请求帮助。

收到求助信息后，聊城市交警支
队支队长刘占军立即安排交警支队指
挥中心做好交通保障，指挥中心随即
协调东昌府区交警大队、高速交警支
队，派出民警和车辆为献血车队做好
交通疏导、护送工作，并积极同济南
交警进行沟通协调，为献血车队开辟
一条生命绿色通道。

今年27岁的仙庄村村民任家勇原
定外出打工，听说姜风英的病情后，当即表示一定要先献血
再出门。“钱可以借，但血难借。”任家勇的妻子王友香
说，“我们都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赚钱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救人就在此时。”

“感谢父老乡亲的慷慨相助，感谢交警的全力支持！”
仙庄村微信群里，任宝福留言表示：“危难之时，情暖人
间，感谢仙庄的父老乡亲，谢谢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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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采取“一问一答”形式，现场解决企业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聚焦民意民声，主动回应群众
关切，大力实施交通管理便民新措施。其中，推出车辆登记销
售企业快捷代办举措，每年将惠及全市近8万车主，节约交通
成本100余万元；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将惠及全市
1260余名承租驾驶人，18家租赁企业，受到群众欢迎。

“点对点”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临清市开展
“八个一、摸实情”活动，县级以上干部分别联系1个镇街、帮包
1个村居、帮扶1户贫困群众，联系至少1个重点项目、1家骨干
企业、1家非公有制企业、1家商会、1名高层次人才。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提升服务意识，东明县小井卫生院深入开展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服务活动，缓解了困难群
众的经济压力；开展“党建+志愿服务”活动，定期举行义
诊，为贫困户、鳏寡孤独等群体进行免费健康查体……

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知民情、解
民忧、纾民怨、暖民心，随着第二批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
一系列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渐次落地，凝结为人
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上接第一版）2017年，惠及10个建制村13500多人的
“天路”建成通车，把沿线的绿水青山串珠成链。原来运不
出去的蜜桃、小米、佛手瓜等“山货”源源不断运出去，外
出打工的村民也纷纷回村创业……淹子岭村走上了发展乡村
旅游的快车道。

“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小山村脱贫致富，一天
天变了样。

从仅有一辆自行车，到20世纪90年代国成勤用来为村民
“带货”的第一辆摩托车，再到如今淹子岭村38户已有了22
辆小轿车……小山村交通工具的变迁见证着淹子岭的沧桑巨
变，聆听着时代进步的强音。

“现在一年收入抵过去10年！”过了半辈子苦日子的村
民李善霞如今成为民宿“隐逸雅居”的主人。以前她和丈夫
在淄博打工，辛苦一年能挣万把块钱。村子修好路，她回来
开起了农家乐，火的时候一天能接待20桌，每年至少赚12万
元。李善霞感慨：“以前村子、房子都是空的，现在都‘活’了！”

而随着淹子岭村入选“齐鲁最美田园”，名气越来越
大。“过去打完谷子去赶集，3块一斤卖不出去，现在游客
到村里买黑小米，每斤10元都供不应求，到了旅游旺季，村里
的山货，没有卖不了的！”淹子岭村村民肖广玉自豪地说。

在外打拼的村民陈军也返乡投资，注册“天润果蔬合作
社”，将“山水林岭村”等生态旅游资源作为“第一车
间”，与村民合作发展蜜桃、猕猴桃等富民产业。在合作社
打工的贺光胜掰扯着手指头算起一年收入账，8亩山地流转
费1700多块钱，合作社打工能挣1 . 5万元，蜜桃还有3000多块
钱的分红呢！

如今，淹子岭上不仅有了小轿车，还有了时尚的大房
车。依托独特的高山自然景观，小村招商引资建设了山东省
第一家高山房车露营基地……

生态振兴，产业振兴，淹子岭村“活”起来啦，火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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