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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下端士村，山坡上的200
多亩万寿菊绽放如锦，色彩浓烈奔放。眼看游人纷至沓来，
货车一趟趟把成袋花头收走，肖玉爱笑了，跟她一起种花的
老姐妹们也笑了。

今年是肖玉爱担任下端士村党支部书记第5个年头，平日
里，忧心忡忡、满腹心事是她的“日常”。其实，今年已62
岁的肖玉爱早在10年前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在很多人眼
里，她没有必要如此“自寻烦恼”。

“好干的话要我们党员干啥？”说起回村任职的初衷，
肖玉爱若有所思地说。1958年出生的肖玉爱，26岁入党，先
后担任乡办企业果脯厂车间主任、针织厂厂长、党支部书记
等职务，后来乡办企业改制，她走出大山进城发展，事业有
成。临近退休年龄，本可过上清闲日子的肖玉爱，回到家乡
下端士村。2016年，经过多方考察，上级劝说58岁的肖玉爱
出任下端士村党支部书记，挑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担子。

下端士村位于鲁中山区，共有173户474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21户26人，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
老幼病残，村集体没有任何收入，是省级扶贫重点村。

要想脱贫增收，还是先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肖玉爱到任
后，结合自己办合作社的经验，带领全村加大山地流转力
度，全村共计流转山地1100余亩，包括25名贫困人口的土
地。她筹集资金在山上新修了两座蓄水池，铺设输水管7000
余米，扩大种植桃、梨、杏、枣等果树，共计嫁接枣树11万
棵，种植其他品种的果树3 . 27万棵，形成一年三季有花有果
的模式。又在树下间作栽植芸豆、红小豆、越夏西红柿共约
300多亩，因种植的蔬果品质好，周边企业争相采购。

“我现在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不比孩子在外面打工挣
得少。”村民李献萍说。现在，肖玉爱带领下端士村32名50
岁以上的妇女，分成4个作业组，负责植树和田间管理，让她
们获得土地流转资金和稳定的工资收入。

肖玉爱知道，种植业只能保障村民的基本收入，要想富
民，还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下端士村所在的太河镇，拥有
峨庄古村落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等“国”字号
称号，肖玉爱的目标，是把下端士村打造成“鲁中最美的小
山村”。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下端士村对村内闲置房屋修旧
如旧，兴办“农家旅馆”“农家餐馆”，依托产业扶贫，新
建5套民宿，通过固定收益方式，为全村贫困户21户26人进行
分红。下端士村2016年被命名为山东省传统古村落，2017年
被评为山东省美丽乡村。

今秋盛开的菊花，则是农旅结合的产物。今年年初，下
端士村与当地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达成合作，种植以万寿菊为
主的高产菊花，公司提供苗木、技术并收购成花，第一期200
亩。这不仅给下端士村提供了一项稳定收入，而且增加了一
个旅游看点。

依托万寿菊花海，肖玉爱计划国庆节期间在村东北侧建
设亲子欢乐园、观光游览车等游玩项目，让游客在下端士村
充分享受田园乐趣，体验休闲慢生活。

“明年春天我还要种上油菜花，打造一个春看油菜秋赏
菊的格局。”肖玉爱说。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下端士村，肖玉爱戴着手套在种植万寿菊。200多亩万寿菊，她和村民就是这样一棵棵手工栽植的。

肖玉爱邀请下端士村民宿的住客到果园采摘红杏。吃到亲手摘的新鲜
杏果，住客十分高兴。

在下端士村民宿，肖玉爱征询游客的意见。现在民宿游客以网络预
约为主，今年暑期几乎每个周末都爆满。

肖玉爱带领村民，背扛成捆的菊花苗木上山，苗木用车运到山脚下后
只能用人力往山上扛。

肖玉爱怀抱开放成熟的万寿菊，满脸开心的微笑。肖玉爱细心修剪民宿花园的鲜花，她带领村民在各个角落种花种果，要把下端
士村变成花果山。

黄昏时分，肖玉爱和村民手捧菊花苗合影，完成了一天劳作的他们露出轻松的微笑。

头戴斗笠，穿着胶鞋牛仔裤，天天干农活。看现在的肖玉爱，人们不会想到她
曾经是一个腰缠万贯的成功商人。

肖玉爱的“爱”

编者按：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一大批齐鲁女性以她
们特有的信心、爱心和耐心战斗在一线。从村支书到企业
家，从第一书记到贫困者，她们勠力同心，能干会干，共奔
小康。

在我省深入推进的“巾帼脱贫行动”中，线上、线下举
办技能培训班1602期，培训妇女24万人，培训巾帼脱贫带头
人等2万余人，发展居家创业就业服务点8400多个，带动10多
万贫困妇女居家就业增收，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
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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