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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上午10时，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同一时刻，烟台市牟平区王
格庄镇下费格庄村的村民们聚集
在村委会会议室里，观看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会直播。“伟大梦
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
拼出来、干出来的。”听到这
里，几十名村民齐刷刷地鼓起掌
来，村民曲凤霞甚至激动得站了
起来。这两年，这个小山村修好
路，建好房，引来游客，村里的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村党支部书记费卫峰说：“听
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切切实
实感受到了中国40年来的发展变
化。总书记说，‘40年来取得的成就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
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这
句话更是讲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下费格庄村地处山区，这些
年，周边有的村，村民纷纷外出
打工，可下费格庄村绝大部分村
民没有随大流，而是坚持种最好
吃的苹果。但靠一家一户，品质
好坏参差不齐。“打响这个拳头
产品，必须以科技引领产业转
型。”费卫峰认为。下费格庄村

用科技带动土壤改良，加快苹
果、桃种植向专业化、生态化转
变。

果农费战峰说，现在有了科
学指导，实行标准化种植，使用
有 机 肥 ， 安 装 了 太 阳 能 杀 虫
灯……有付出就有回报，11月15

日，在第二届中国好苹果大赛总
决赛上，费战峰种植的“王根儿
红”苹果荣获了大赛“晚熟富士银
奖”。费卫峰说，在微信销售平台
上，他们霜后采摘的金苹果脆甜多
汁，9个约5斤，售价近60元。

“听到总书记说粮票、布票、
肉票等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
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等问题总

体上一去不复返，我深有感触。”曲
凤霞说，几十年里，下费格庄老百
姓从吃不饱肚子到改革开放后吃
得饱、吃得好，到现在开始注重营
养，光吃变化就如此之大。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先后建
起了文体活动中心、医务室、老
年活动中心，让村民不出村就享
受到了一流的服务。

看完直播，费卫峰说，回首
过去40年，感到无比自豪。“农村
之所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根本的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是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今天，习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在此之
前，下费格庄村一直都在探索，
但是，做得还不够，今后还要继
续下去。”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 杰
通讯员 孙洪春

烟台市牟平区王格庄镇下费格庄村村民：

总书记讲出了咱老百姓的心声

“习总书记说，‘忍饥挨
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
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
上一去不复返了’，听了这句话
我感触很深。”郓城县双桥镇坡
里何庄村党支部书记朱仰文激动
地说 ,“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才让
我们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们村很多农民像城里
人一样，住上了楼房，开上了汽
车，生活越来越好。”

郓城县双桥镇坡里何庄村
共 1 0 8 9 户 3 8 8 3 人，耕地面积
5200亩。20世纪90年代初，村
民大多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村
内道路坑坑洼洼，水渠年久失
修，学校全被纳入危房，饮水
靠几口旱井。因为村集体没有
一分钱收入，无钱进行修整。
这些情况严重阻碍了村里的经
济发展。2002年，朱仰文当选
为村党支部书记后，他带领村
干 部 深 入 走 访 ， 寻找问题症
结。大家一致认为，要想发展必
须壮大集体经济。于是，村“两
委”倡议村民拿出500亩土地统
一经营，发展起果树、绿化苗木
等。经过10多年的发展，坡里何
庄村道路拓宽硬化了，建起了污
水处理厂，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
水，村里的小学进行了标准化扩
建，还新建一处中心幼儿园、三
处休闲文化广场。另外，村庄土
地也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朱仰文说：“下一步，我们
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生态、休
闲、高效、观光农业，带动更多
的村民致富奔小康。”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通讯员 赵考壮

12月18日，正是王启龙最忙的
时候，全村建设的小高层楼房已经
封顶，正在进行内部水电气安装。

王启龙是鱼台县王鲁镇王鲁村
党支部书记。可就是这么忙，他在
18日一大早却叫来村干部，让村干
部逐一通知全村的党员，到党员活
动室集中收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实况直播。不到10点，王鲁村
的党员活动室里就座无虚席。

“习总书记的话太鼓舞人心
了。”收看完大会实况直播，55

岁的王启龙说，“我们年轻时唱的
一首歌，叫《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村这40年来的发展，是因为走
在了大路上；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我们村的发展，可以说是跑在了大
路上。这条大路，就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启龙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时，他正在上初中。那时的全村
人，一切努力就是为了填饱肚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地分
到户，全村人种地积极性高涨，吃
饭问题彻底解决了。解决了温饱后，
党的富民政策激发着村民走出田
地，建企业、做生意、外出打工。

年轻些的村民都忙着外出挣
钱，留下来的老人无力种地。王启
龙召集党员干部开会，商议着如何
解决村民的这一心事。“我们党员
干部就要为村民着想，在致富路上

为他们排忧解难。”王启龙说。
村里的党员干部随后领办了农

机合作社，合作社买来耕种收机
械，以成本价为全村人服务。合作
社先后投资200多万元购买农机，
现在能为村民提供耕种收以及粮食
运输、秸秆还田、水稻育苗插秧等
一条龙服务。村民种着自家的地，
却很少到地里去，一亩地一年可节
省200多元的农机作业等费用。忙
完了王鲁村的土地，党员干部开着
机械到周边村服务，以增加村集体
收入。

王启龙说，王鲁村走的是共同
富裕道路，这体现在村集体经济的
逐步壮大上。近几年来，这个村走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
带动模式，以党支部为引领，以农
机合作社为平台，进一步壮大了集
体经济。合作社还流转村民土地
1300多亩，用这些土地建设有机稻
米标准化生产基地300亩，优质绿
色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1000亩，并
以有机大米生产为依托，向外延伸
到小龙虾养殖、莲藕种植、采摘园
建设。

现在的王鲁村，村民富了，绝
大多数村民家有了小轿车；村集体
富了，村集体资产已经过千万元。
集体有了钱，大手笔投入改善村居
环境。近些年来，王鲁村先后投资
800多万元，用于道路硬化、污水
管网建设、村庄绿化美化、自来水
改造等。村里还建起了党员活动
室、儒学讲堂、图书馆和留守儿童
服务站等，不断提升村民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

“习总书记说，‘伟大梦想不是
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
出来的’。”王启龙说，“我听了这句
话，心里很感动，也非常振奋。我们
王鲁村这4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就是不等不靠，而是拼命地往
前干。我们村全体村民明年就能住
进和城里人一样的小区，过上和城
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习总书记说，‘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
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
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王启
龙说，“我是一名农村党员，也是一
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全
体干部党员和全体村民，跑好这个
接力赛，跑出全村人更加美好的生
活。”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乔志宇

鱼台县王鲁村党支部书记：

我们奔跑在大路上

“40年前，我们村通过大包干
解决了温饱。现在要通过土地流
转，发展高效农业，增加村民收
入，实现乡村振兴。”东明县小井
镇小井村村民刘红力说。12月18

日，小井村的会议室内坐满村民，
大家聚在一起收看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的实况。
早在1978年春天，小井村率先

实行分田到户，成为山东省最早实
行“大包干”的村庄。日前，小井
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入选山
东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
力的40个事件。

如今，小井村正在把零散的土
地集中流转，搞规模化经营。今年
39岁的刘红力在外打工多年，3年
前，他回村创业，带头成立了东明

县丰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发
展富硒小麦。目前，合作社流转土
地达到2000多亩。

“喷药用上了无人机，通过规
模化经营，不仅用上了新机械、新
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小麦深加
工，提高了种粮收益。”由于富硒
麦收购价格高，村民每亩小麦较之
前增收400多元。合作社加工的富

硒挂面每斤卖到7元，比普通挂面
高出一倍。

除了规模化种粮，通过土地流
转，29岁的郝红文在小井村发展了
310多亩的高标准大棚种植蔬菜，为
50多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今年68岁的李鹏举，40年前是
小井村的党支部副书记。看完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他深有感触
地说：“当年的小井，以敢闯敢
干，敢为人先而闻名全国。现在，
搞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高
效农业，仍然需要发扬这种改革精
神。”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12月18日，禹城市十里望回族
镇美葫轩葫芦种植合作社的展厅
里，理事长杨金波正在布置一处新
的工作室，还没完事就招呼着社员
坐在一起看起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

1971年出生的杨金波是伴着改
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人，对40年变化
感受很深。“以前村里的路一到下
雨天就非常泥泞，几乎出不了远
门。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路好
走了，家家户户都有车了。”杨金

波说，“以前觉得万元户很了不
得，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十万块
钱也不算什么事。”

杨金波从事特色葫芦种植加工
已经有些年头，通过雕刻、勒扎等
工艺，将葫芦制作成天鹅、如意、

茶具、酒具、车饰等多种样式的成
品。月初，杨金波在2000平方米葫
芦工艺品展厅的基础上，通过社员
土地入股的形式，成立了美葫轩葫
芦种植合作社。目前，该合作社已
拥有雕刻师、烙画师、镂空师、勒
扎师等专业技师30多名，种植葫芦
品种26个。通过直播、微店等网络
平台进行推广销售，单个葫芦最高
拍卖价1 . 2万元，带动周边150多名
群众实现月增收2000多元。

“从解决温饱到追求生活更美
好，人们的精神追求在我们这个行
业体现出来。”杨金波说，“这几年文
化市场活跃，那是因为人们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来享受生活。如果还
是解决温饱问题，直接就把葫芦当
蔬菜吃了。这些年书画展也特别多，
很多地方都开始开展这方面的工
作，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李月

从解决温饱到追求生活品质———

40年，葫芦从蔬菜变成了工艺品

40年前通过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如今———

“大包干”第一村，规模化种地提效益

马传华今年54岁，是鄄城县彭
楼镇何庄人，在当地舜王城中药材
市场，他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商
铺。12月18日上午，通过电视收看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看到马
云、马化腾等人上台领奖，他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说：“在我们这儿，

中药材种植和销售方面，我也是个
探索者。”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马传华
就在村里第一批种上了丹参、白芍
等中药材，不管行情如何起落，他
一直坚持种植。1990年前后，他在
村里第一个盖上了大瓦房。看到他

赚钱，村里人纷纷跟进，现在村里
6成以上的户都种着中药材。看到
种的人多了，他在舜王城中药材市
场，第一批买下了商铺，专门从事
中药材的销售，并且种上了中药材
品种——— 桑树，光这一项一亩地一
年就能挣七八千元。经常从事药材

销售，信息就灵通，去年马传华又
引进了一种更少见的动物——— 林
麝——— 专门用来采麝香。为此，他
专门到省里办了养殖许可证。“多
亏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才
能有机会发家致富。”马传华说，
在未来几年，他打算把大部分精力
用到养殖林麝上，争取做成省内知
名的特种养殖场。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通讯员 崔蕊蕊

鄄城农民马传华：我也是探索者

郓城县坡里何庄村党支部书记：

集体经济壮大

是村民致富的基础

全省各地干部群众收听收看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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