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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下“兵支书”
□ 本 报 记 者 杨学莹 齐静 杜辉升

本报实习生 冯加香
本报通讯员 张圣虎

群崮环抱，侧柏遍野，梓河水蜿蜒流
过，古村落星星点点散落山坳……站在蒙阴
县岱崮镇马子石沟村观景台上，一幅美丽的
沂蒙山居图尽收眼底。迎着猎猎山风，马子
石沟村党支部书记闫士照指点远方，满怀豪
情地讲述村庄发展规划。笔挺的身姿、坚毅
的脸庞，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位67岁的老人。
2004年，退伍24年的他回村担任村支书，带
领群众整山治水、美化乡村、盘活产业，把
马子石沟村这个“山光秃秃、地薄溜溜”、
党组织薄弱、欠47万元外债的穷山村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创造了“青石板上造绿
洲”的奇迹。

2018年11月，就在马子石沟村，到临沂
调研的省委书记刘家义与闫士照座谈交流，
提出探索从退役军人、机关干部和回乡创业
企业家（以下简称“三类人员”）中选配村
党组织书记。两年来，蒙阴县85名“三类人
员”走上了村党组织书记岗位，23名像闫士
照一样的“兵支书”勇挑重担，让软弱涣散
村旧貌换新颜。“兵支书”带着独特的军人
气质，正在乡村振兴的“新战场”上，成为
重要的生力军。

“带着老少爷们儿干点儿

事，怪好”

红色的六米二货车启动了，开走了，消
失在寒冷的冬夜中。43岁的刘元华回到蒙阴
鲁泰鞋业院内的停车位上，默默地坐了半个
小时。2021年1月10日晚上，他卖了最后一辆
车，断了这根跑了11年的“致富线”。2004
年退伍后，刘元华回到了老家垛庄镇古泉
村，2008年买车跑运输，就是从送鞋开始
的。最多时，他有5辆货车、雇了9名驾驶
员，年入三四十万元。而今，车卖了，线没
了，这一切都远去了。

古泉村少了一位“车老板”，多了一位
“兵支书”。

2019年3月底，垛庄镇党委副书记赵增
健、党委组织委员杨慧来到刘元华家，问他
愿不愿意到村里干事儿。刘元华一口否定：
“白搭！我光往外跑，村里谁是谁都不认识
了。”当时，古泉村所处的孟良崮片区要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而该村一年半换了3位
书记，老书记年龄也大了。时任镇党委书记
秦元东劝刘元华这位老兵出来带头。蒙阴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红伟也找刘元华深谈
了两次：“你自己富不算富，带着老少爷们
一起富才算本事。若有战，召必回，那才是
真军人，真党员！”

刘元华犹豫了半个月。村里30年没变
样，他心里也不是滋味，加上镇党委找了他6
次，他终于答应先当村支书助理试试。

2019年4月，刘元华上了任。起初，他还
藏了个“小心眼”，想着兼顾生意。前几个
月，他一早4点起床，开车往临沂送鞋，8点
赶回村里上班。他还有一辆九米六新货车，
心想等村里不忙，抽空跑一两趟长途。没想
到2350口人的大村天天有事，2019年5月老书
记辞职，5月12日，刘元华被任命当了村党支
部书记。长途一次没跑成，新货车就卖了，9
个月的新车折了9万元。

车没了，村庄却变了。刘元华任职一年
半多，村里拓宽了6公里的主干道，建起了4
个停车场、3个休闲广场，还流转了2400亩
地，引进了金葵农业、雅库特农业等两个项
目，搞高效农业、研学旅游，给村民的土地
租金每亩1000元，项目建成后还能安置几十
人就业。

1月13日，记者在村采访，遇到了村民韩
兴本老两口。“这一年多，村里的变化是翻
天覆地。刘元华当过兵，能吃苦，天天盯在
村里，带领大家伙修路、修广场、发展产业
项目。老少爷们都觉得，新班子有正事！”
67岁的韩兴本说。

“一年多过去，还好没干砸，我心里踏
实多了。我自己在村里转，也觉得怪漂亮；
带着老少爷们儿干点儿事，怪好。”刘元华
说。

像刘元华一样，在蒙阴，“兵支书”们
从各行各业走上了乡村振兴的“新战场”。
退役军人朱纯勇是一名乡镇干部，2019年
初，垛庄镇党委找他谈话，让他到孟良崮战
役发生地红日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当时，
红日村班子不团结、村民意见大、半年没有
村支书，朱纯勇感到压力很大，但还是当场
表态：“咱当过兵，咱不去谁去？我服从命
令听指挥！”

2019年7月，退役军人马杰从东营来到垛
庄镇南蓉芙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此前，他
在东营市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工作，月收
入6000多元，而且已经安了家。接到镇党委
动员后，犹豫不决的他打电话给部队老首
长。老首长说：“在单位干活，是一份工
作；而回乡当村支书，是一份事业！”马杰
这才下定决心。

“兵支书”下乡，并不是赤手空拳的。
2019年，蒙阴县出台意见，对选配到村任党
组织书记的退役军人、机关干部和回乡创业
企业家等“三类人员”，优先推荐报考乡镇
领导班子成员和乡镇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
人员。对新选配的行政村党组织书记，县财
政拨付不低于30万元的工作经费；任副书记
的，经费不低于10万元，并为他们配备“一
对一”的镇班子成员作为“治村导师”、优
秀者还能被选派到县直部门及乡镇挂职锻炼
等。就这样，在刘元华等第一批考察选配
“兵支书”之后，2019年5月，又有一批公开

考选的“兵支书”走上岗位，至今，已有23
位新选配的“兵支书”在村任职。

“困难到哪我到哪，是热铁

也得抱！”

农村工作很复杂，没一件是轻巧事。没
有担当、不敢碰硬，当不了村支书。而政治
坚定、执行力强、作风过硬，这恰是退役军
人的优良品质。

蒙阴县垛庄镇西孟良崮村，村集体有500
多亩板栗，20年前承包给了19户村民，承包
费只交齐了第一年，到最后一户也不交了。
每年秋天，看着承包户拿“白捡”的栗子卖
钱，其他村民不断投诉，怨气很大。

2018年12月，在镇上开饭店的退役军人
张玉坤被镇党委劝说回村参选村支书。谁也
没想到，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欠。“这
村20年没算过账，换了两届村支书都没人
碰，你咋这么能！”有人劝他别碰这块“热
铁”。但刻在骨子里的军人作风，让张玉坤
选择迎难而上。“当兵的经常说‘困难到哪
我到哪’，是热铁也得抱！否则老百姓的心
气不顺，村里啥事儿也干不成。”

他召集村“两委”开了3次会，形成了清
欠方案，规定7天内不交齐欠费，视为放弃承
包权，解除承包合同，走法律程序。接着，
他一户一户地把方案送达给19家承包户。有
一户人家就是不交，爷三个围着张玉坤大声
嚷：“80年代修路，小队用我家的拖拉机还
没给钱呢！这次我也不给你！”张玉坤不急
不火，提议解开“三角债”，先把欠村集体
的承包款交上，放在镇经管站代管，然后小
队立即归还拖拉机款。张玉坤连着上门四五
次，镇干部也帮着做工作，到第7天，这家人
交了10500元欠款。没多久，小队欠的拖拉机
款也还给了这家人。

7天收上了20年的欠账，村民对张玉坤伸
出了大拇指。从此，村“两委”张罗事儿，
村民信了、跟了、拥护了。

在蒙阴街道赵峪村，也有一位挑战“最
难”的“兵支书”。2018年1月，京沪高速改
扩建工程启动，赵峪村200余户居民涉迁，有
7户人家不想搬。“征迁时间紧迫，这几户由
我来做工作。”村党支部书记张帅主动揽了
下来。他每天早上8点就入户做工作，既讲政
策，也拉家常。有人躲着他，敲门不开；有
人答应得好，回头变卦。张帅心里并不是不

难受，但他从没想过找领导诉苦或者放弃努
力。村民不同意，他就在人家家里“磨”，
把群众思想疙瘩一点点解开。“村‘两委’
没有任何私心，而且修好路大家都受益，那
几户心里知道这些事，后来也就不坚持了。”
在张帅的不懈努力下，7户人家最终全部接受
补偿标准，赵峪村成为京沪高速改扩建工程蒙
阴段第一个全部移交征收土地的村庄。

除了敢于攻坚克难，年轻的“兵支书”们也
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和过去有的村被戏称为

“老年团”的“两委”班子截然不同。
从东营回来的“兵支书”、垛庄镇南蓉

芙村党支部书记马杰，回村后和村民商量，
打算发展规模化牛羊养殖。有人提出，把村
集体的荒山分包出去，赚取承包费。“我不
赞成这种做法。”马杰算了一笔账：流转一
亩地每年收入1000元，80亩地也就收入8万
元。但如果把80亩地打造成养殖大棚，吸纳
村民以土地、资本、牛羊等入股合作社，可
以养几千头牛羊，年收益远远超过8万元。有
了这些资产，还能以合作社名义向银行贷
款。村民认同了马杰的想法，目前，已经有3
个养殖大户以牛羊入股了合作社，有人还拿
土地入了股。

农厕改造本来是一项常规工作，但垛庄
镇红日村搞得不“常规”。“兵支书”朱纯
勇和村民商议，打算将来发展乡村旅游与果
品采摘，厕改的标准就不一样了。记者走访
了几家农户，院子里“洗浴间”和“厕所”
分开，门上有标识，院墙上有箭头指示，一
看就是为发展旅游准备的。

“兵支书”们因为经历相似，彼此有话
说、有事讲。“‘你是哪年的兵’‘在哪里
当的兵’，这两句话一出口，当过兵的人立
马就能拉近距离。现在，我们又都担任村支
书，大家更是经常通过各种方式交流经
验。”垛庄镇大山寺村“兵支书”王启生
说。得知古泉村顺利清理“三大堆”，又新
建了停车场，他坐不住了，先后两次开车到
古泉村“偷师学艺”，后来干脆带着全村47
名党员到古泉村现场学习，让大家亲身感受
人家的干法。回来就建起了两处停车场，还
实行了环境卫生党员分包制，每名党员负责
周边7户至9户村民的卫生情况，大山寺村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

看到“兵支书”在软弱涣散村都干得风
生水起，原有村支书倍感压力。44岁的垛庄
镇开源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军说：“‘兵支
书’们干得红红火火，项目多、资金多，我
们很羡慕，也经常去学习。自己得好好干，
否则就被他们比下去了。”

“每个月全镇都对各村进行考核排名，
绩效和村支书报酬挂钩。专业化书记还有淘
汰退出机制。‘兵支书’们的加入，引发了
‘鲇鱼效应’，激活了一池春水。”垛庄镇
党委书记宋强说。

“老百姓觉得当兵的人实

靠，咱就得在村里带好头”

2019年3月，蒙阴县面向优秀退役军人公
开选拔农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当过16
年兵的赵明是11名考取者之一，老家在常路
镇的他，被选配到高都镇石星沟村担任党支
部副书记，村里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一贯反
对赵明吸烟的父亲嘱咐他：“你口袋里揣上
两包烟，见了年纪大的，多叫大叔大爷。”
母亲说：“你想事儿多考虑人家的想法，都
是农村人，哪有嘎不成一块的？”

2019年8月，“利奇马”台风来袭的那
天，赵明下班已经回了家，想想又不放心，
顶着风雨又回了村。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村西
头住在土房里的87岁老人张美贤，进屋不容
分说，就把她背到了她儿子家。第二天，老
人的房子就塌了一角。

赵明到村，第一个月拿到手的补贴，分
给了3户家庭困难的农户。“我退伍回来，第
一个月工资交给了父母。这次是我的第二次
择业，第一个月的钱也是有意义的，不能乱
花。”他说。

赵明对村民好，村民看在眼里。2020年8
月，村里搞“饮水工程”，开沟机把路挖出
了槽，一场大雨，自来水管道成了水沟，大
水把一户村民的房子地基冲出了个大窟窿。
赵明自己掏2000元钱买了一罐车混凝土，叫
会干建筑活的村民徐功勤来修。徐功勤听说
水泥的来历，死活不要工钱。67岁的村民徐
志敬，每次村里有活随叫随到，去年义务劳
动20余次。“你撇家舍业的，整天在村里忙
活，我们就该跟着你干！”老人对赵明说。

蒙阴县野店镇演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公言
才，也是一名“兵支书”。上任第一个月，
他夹着本子走遍了全村，记录百姓诉求。按
照群众意愿，他带领大家修好了小区漏水的
屋顶，接着修路、治水、架电、打井、整修
河道，争取了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其中一段1 . 818公里的生产路硬化后，村民的
桃子可以不磕不碰地下山，村民伊继余说，
原来磕伤的桃子只能卖两三元钱一筐，现在
好桃子一斤能卖五六元。

“干事一定要和群众商量。群众不支
持，好事也办不好。”垛庄镇南蓉芙村“兵
支书”马杰说。南蓉芙村有30亩麦场，以前
分包给村民了，但没有严格走“四议两公
开”流程，村民就位置好坏议论纷纷，猜疑
有人走后门。马杰上任后，将麦场重新收
回，按照“四议两公开”要求，从讨论方案
开始，全程让村民参与，最后抓阄决定位
置，村民再也没有异议了。

在蒙阴采访，记者感到百姓信任、尊重
军人的风气依然浓厚；军人贡献家乡、带头
发展的意识依然强烈。在“沂蒙六姐妹”的
故乡野店镇烟庄村，41名党员中有33名退役
军人。“老百姓觉得，受党的教育，经过部
队的锻炼，当兵的人实靠、素质高。那咱就
得在村里带好头。”“沂蒙六姐妹”伊廷珍
的本家孙辈、退役军人、村民伊吉友说。

“蒙阴是孟良崮战役的发生地，是沂蒙
精神的重要发源地。沂蒙人民爱党爱军，从
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去的‘兵支书’爱人
民、爱家乡，这都是红色基因在起作用。
‘兵支书’们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一
心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下一步，我们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深化
村党组织书记选配制度改革，让‘兵支书’
们发挥更大作用。”蒙阴县委书记王丽云
说。

扫描二维码
认识这群“兵支书”

□ 本 报 记 者 齐静 杨学莹 杜辉升
本报实习生 冯加香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保障。近几
年，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高标准任务的
开展，作为一线贯彻落实上级政策、服务保障
民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难免存有与新形势新
任务有差距、不适合的问题。同时，退役军人回
到地方，是事业转型、人生转轨的重要阶段。他
们多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受党和部队培养多
年，历经军营淬炼，政治素质、工作作风过硬，
并且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也有着奉献家
乡、改变家乡的内生动力和强烈愿望。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他们是宝贵的财富，是促进乡村
振兴的人才资源。

蒙阴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虽然人
口只有58万，但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有2 . 6
万。2018年11月，蒙阴县探索从退役军人、机
关干部和回乡创业企业家中选配村党组织书
记。2019年1月，首批选配了9名退役军人担任
村党组织书记，后又通过考选方式选配了11
名退役军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
随后这项工作进入常态化，主要交由乡镇组
织开展。加上以往已经担任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的退役军人，目前蒙阴县1983名村
（社区）“两委”成员中，退役军人419名，
占到21%；368名党组织书记中，“兵支书”
94名，占到近26%。

2019年3月，蒙阴县面向全县优秀退役军
人公开选拔农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引

起不小轰动。蒙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
红伟说，考选公告公布当天，网站点击量就
超过1万，最终共有227名退役军人报名。现
任高都镇石星沟村党支部书记的赵明就是通
过本批考选入职的。他当时在蒙阴县邮政局
车队干队长，报考时采取划片选岗，就选择
了自己老家常路镇所在的A片区参加考试。
考选采用面试形式，十三四位考官现场打
分，现场公布成绩，有摄像机全程录像。他
记得其中两道考题，一道问“村里修路钱不
够，你怎么办”，一道问“你如何看待三农
工作”。最终，赵明排名组内第三，按照排
名先后选岗，选择了高都镇石星沟村。

行走在蒙阴县5个乡镇、街道，10余个
“兵支书”主持工作的村庄，记者感受到村
庄生机勃勃，村“两委”干劲十足。很难想
象，就在一两年前，这些村不少都是村党组
织薄弱、无集体收入的落后村。这些“兵支
书”带领群众修路、治水、架电、整田、扮
美村庄，这些活儿居然是在短短两年之内干
成的，着实让人惊讶；遇到的村民个个为班
子点赞，更是难能可贵。

在采访中可以发现，随着“兵支书”选配工
作的持续开展，越来越多退役军人开始关注这
个新舞台。2020年12月，刚刚选配到蒙阴街道黄
土山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高磊，便是受到同批
入伍战友影响，放弃原有工作，投身家乡建设
的。2009年，高磊退役回乡后，干过安保、后勤，
接着又创业搞装修。虽然收入还可以，但总想
着能做更多事情。去年3月，高磊的战友秦健

担任蒙阴街道北关社区党支部书记，看着秦
健干得风生水起，高磊也跃跃欲试，回村参
加了“兵支书”选配工作。

开展“兵支书”选配工作，蒙阴县坚持
党建引领、深挖潜力，“选、管、育、备、
扶”五条路径一体推进。2019年“兵支书”
考选工作结束后，联城镇李家北山村退役军
人孔令鑫虽没进入选岗行列，但被纳入农村
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库管理。2020年5月，孔
令鑫作为后备人才，被异地选配到联城镇许
家沟村任党支部书记。到任后，他抽出大量
时间走访村庄，还积极参加镇里组织的“兵
支书”学习培训。在孔令鑫带领下，许家沟
村被评为省级文明村。

选拔优秀退役军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
在退役军人中引起了较强反响。40岁的高都
镇退役军人孙良云在河北当兵18年，2019年退
役，被安置到了县城一家国企从事管理工
作。他知道“兵支书”的政策，还知道县里
扶持“兵支书”30万元工作经费。他说，若
不是已工作，他也愿意报名，觉得农村大有
作为。32岁的桃墟镇退役军人崔庭，当了12
年兵，2019年退役，最近也被安置到了县城
的国企，他也听说过这个政策，认为这是一
件好事，表明政府信任和关心退役军人。24
岁的王刚，2020年9月刚退役回到老家岱崮镇
大崮村，听记者讲述后，他认为这是一件好
事，虽然自己阅历不够，一时还不能参与乡
村治理，但觉得对有社会经验的战友来说，
是个可以大展身手的新舞台。

乡村振兴生力军，退役军人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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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孟良崮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坤（右）和村民在一起
图②：南蓉芙村党支部书记马杰（右）和村民查看党员评星定级考核表
图③：古泉村党支部书记刘元华查看桃树生长情况
图④：红日村党支部书记朱纯勇在村内环视
图⑤：古泉村内修建的道路
（□公茂栋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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