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粱地
2019年12月9日 星期一

编辑：刘秀平 E-mail：ncdzgld@163 .com

一

2017年3月，我当选为济宁市第
十七届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人大
会期间，认识了来自各个界别的代
表们。尤其对来自仲都村的党支部
书记姚洪远印象深刻。他个头不
高，面容憨实，笑容明快。后来熟
识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六十岁，
已经在仲都村当了快十年的党支部
书记。他满脸诚恳对我说：老弟，
抽你的空，我邀请你到俺村里看
看。

我随口答应着，心想，一个地
处偏远的小山村，有什么可看的
呢。一直到了那次开会的第三天，
会议组织代表们讨论发言时，我才
改变了对姚书记的印象，觉得真是
有必要去他的村里看看了。

那次讨论发言姚书记给领导和
各位代表通报他们仲都村的情况。
他先是谈到了村委党支部如何抓党
建，促落实，聚民心的情况，然后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从土地流
转到带动村民成立农业合作社，从
争取上级扶持政策和资金，到村委
如何制定措施调动群众的致富积极
性，最后谈到了他当时正在努力经
营的鲜果采摘园……

他的发言差不多有二十多分
钟，从以前省级贫困村到现如今成
为美丽乡村的示范点，本来是很枯
燥的工作汇报，姚书记却说得有理
有据，不时举例补缀，使得发言形
象生动。代表们听得入迷，不时低
声轻笑，几位市里的领导也听得兴
趣盎然，几次打断姚书记的发言，
询问一些细节，给予肯定，并当场
表态，一定要去他们村里看一看。
领导笑着说：眼见为实。

人代会闭幕一个月后，我去了
姚书记所在的仲都村。

二

仲都村位于鲁南沂蒙山的余
脉，不到千人的村子，被高低不一
的丘陵所包围。村子东边是一片中
型水库，南北皆是丘陵薄地。只有
一条省级公路贯穿南北。往西十余
公里，便是孔子出生的尼山。有山
有水有圣人，算得上是人杰地灵的
地方。

我进入仲都村的时候，先是被
各种造型不一的石头房子所吸引，
房屋错落之间，布满花草树木，间
或有各种健身器材，上了年纪的男
女老人坐在门前说话，神情闲适。
顺着石板路向前走，一路曲径通
幽，间插亭廊走榭，给人惊喜。我
正奇异，又发现各种院落的门口都
挂着一块木牌，字体朴拙，显然是
刻意写之，仔细看，原来这些院落
是民宿。

我沿着石板路走了约三百米，
忽见一座高大的门楼显现在眼前，
门楼用宽大的石板垒砌，刻着：仲
都村观光采摘园。再迟疑着朝门楼
里面走，迈上一段陡坡台阶，眼前
忽然宽阔，目力所及的往南方向，
是大片的塑料大棚，白花花一片，
似无穷尽。一些男女正在大棚中间
的路上忙碌。我刚走到一座喜庆、
夸张的草莓造型下，听得手机响
了，是姚书记打来的，他的声音在
话筒里就像眼前的阳光一样嘹亮。
我告诉他，我已经进了采摘园。他
连声说好，说过来接我。

不大一会儿，一辆白色的轿车
从远处驶过来，姚书记从驾驶室里
探出头，笑脸对我：上车，我带你
遛一圈。

上了车，看他开车调头朝园区
里走，我以为他说的遛一圈，也就
是分分钟的事儿。不料车子一直往
前开，眼前皆是塑料大棚，每一座

大棚依次编号，车子行驶了老大会
儿，还没有走出采摘园，目睹塑料
大棚里面正在采摘游玩的男女们，
我忍不住问：每个大棚一年能盈利
多少钱？

姚书记答：每个大棚至少能赚
八万块钱。

我又问：村子里那些民宿有客
人住吗？

姚书记答：还可以，主要是承
接集体活动。

这一路，我问，姚书记答。其
间，姚书记停下车，带我进入了大

棚参观了草莓和火龙果。说实话，
那次我第一次见到长在我们北方地
区的草莓和火龙果，品尝了两个草
莓，口感不错，沙瓤，细嚼还有些
牛奶的香味。

姚书记说：这是我们培育的牛
奶草莓，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过年
的时候，在城市里能卖到四十块钱
一斤。

说起他的采摘大棚，姚书记赞
不绝口。他说得越多，我越是想知
道他是怎么做起来的。

三

坐在干净明亮而又充满现代气
息的办公室里，姚书记给我倒了一
杯红茶。他缓缓道来———

先说说我吧，我活到六十岁，
一直认为，想做事先做人，做不好
人就做不好事。四十多年以前，我
中学毕业以后，就在村委里帮忙做
事。俺村里的土地薄，粮食产量
少，没有经济收入。村里的闺女都
嫁到富裕的平原地带去了，小伙子
打光棍的数不清。我在村委做事，
也是义务工，没有报酬。改革开放
以后，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外边打工
了，一年能挣个万儿八千的。我看
着也眼红，家里人就抱怨，让我出
去打工赚钱。

当时村里老书记年龄大了，有
心让我接班当支书。我就接班干了
两年村支书。只是，用尽了各种办
法，村里的集体收入还是没起色。
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村民回来，
给我说外边多么发达，只要出力就
能赚钱。我心里着急啊，心想不能
在家憋着了，活着就要争口气，再
这么下去我算坑了老百姓。于是我
就辞去村支书这个职务，去安徽投
奔一个做苗木的朋友。

朋友在安徽的苗木培育基地做
得很有起色，我去了之后，从头开
始，学经验，学技术，跑市场，走
南闯北七八年，朋友的生意做得越
来越大，后来我就自己承包了一片
土地，培育新型苗木，当时赶上市
场好的机遇，当然期间也赔过钱，

但几年下来，总计还是赚了几十万
块钱。这期间，过年过节回家，看
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他们
对我说：

洪远，你现在发财了，你吃肉
也让我们喝口肉汤啊。

听着这话，我心里难受。恰巧
那年村里的党支部换届，镇党委有
心让我回乡参选。老百姓也愿意推
选我。好吧，那我就干吧。

我当选村支书的第二天，召集
全村的党员开会，我只说了两个
字：志气。人活着缺钱少粮可以凑

合过，人要是没志气可是就废了。
作为党员，我有责任，作为村民，
我也有义务带领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

在会上我提出一个观念，村集
体要有经济收入，村里富了，老百
姓自然就富了。俺村丘陵薄地，种
粮食不划算，只能改栽果木。

种果木能不能换钱，能不能吃
上粮食，老百姓心里有疑虑。村委
成员全部带头种桃子，买果苗没
钱，买化肥没钱，打井浇水没钱。
怎么办？那我自己掏钱吧，我对村
里人说，如果赔钱算我的，赚钱算
是村里的。这么定下来，老百姓才
愿意种桃树。一年栽树，次年培
育，第三年开花结果。

桃子丰收了，可是俺村里闭
塞，没有生意人来买桃子。那时没
有互联网，连长途电话都没有。外
出招商连路费都成了问题，没钱印
刷广告传单，只能用毛笔白纸手
写。没钱吃饭，就自己带着干粮，
在外边住最便宜的旅社，到大城市
的水果批发市场宣传。最低的价
格，最好的桃子，说服客商来俺村
里看。客商先后来了，东北三省
的，西北地区的，接待财神爷一
样，最高贵的客人啊。就这么着，
桃子卖了个好价钱，当年村里就收
入了十几万块钱。搁现在这些钱不
算什么了。倒退十年，那可是真金
白银啊。所以说，人做事没志气不
行呢。再难的事，咬咬牙也就办成
了。

四

仔细想想，俺村里能发展到今
天，离不开两个字：勇气。党支部
带领村民致富，抓党建，促进步，
是事业，发展村集体收入是产业。
无论是做事业还是做产业，如果小
富即安，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
不会创造新成绩。

那些年，俺村里依靠桃园发展
经济收入，老百姓吃饭穿衣没问题
了，村集体也有了一些收入。有些
人就觉得，桃园每年能收入几十万

块钱就可以了，很多人没有居安思
危的意识。就拿水果这一行业来
说，人们手里有钱了，谁也不稀罕
老是吃苹果和桃子。南方的草莓和
火龙果刚到咱这边的市场上，老百
姓都不知道，这些水果竟然这么好
吃？二十块钱一斤的水果，老百姓
吃起来不犹豫。那时我才发现，再
指望桃园发展产业不行了，高价的
东西才有高附加值，两块钱一斤的
本地水果很快就要淘汰，必须及时
转型才是正途。

于是我又提议，咱村要种植高
附加值的水果。村里人又有了疑
问，这么贵的水果能有多少人舍得
吃？再说南方的水果，搁咱北方能
养活吗？我给村委成员做工作，苦
口婆心说了一通，还是通不过。我
只能带着村委成员去南方考察，出
去一趟，开了眼界，村委的人才明
白了。可是村里老百姓又不愿意投
资。没办法，只得再组织村民代表
出去考察，分批分次，前后去了南
方七八次，老百姓总算愿意尝试转
型了。

转型面临一个难题，咱北方的
温度和南方不一样。种南方的水果
需要建塑料大棚，每个大棚成本至
少要八千多块钱。老百姓舍不得冒
险投资。我和村委商量，只能村集
体投资出钱建大棚，然后让村民以
承包的方式来种植草莓和火龙果，
免费培训种植技术，村委集体外出
跑销路，等赢利之后，村集体和村
民按比例分利润。老百姓吃下这颗
定心丸之后，才敢放开手脚去塑料
大棚学着种草莓。当年每个大棚就
收入五万多块钱，村民手里拿到
钱，终于信服了。现在外出打工的
村民，眼看在家也能赚钱，都乐意
承包大棚种水果。

大棚有了规模之后，村委招募
有知识的人才，保持线下通过传统
市场销售模式，再利用网络销售，
发展电商经济，天南地北的人都能
吃到咱村的水果。附近城市的市
民，周末假期来村里现场采摘，体
验田园风光，如今村里又建了民俗
旅游。吃住一条龙服务，全方位立
体经济发展，全村的闲置劳动力都
调动起来了。让村民都能通过自己
的劳动创造价值，这是村委倡导的
初衷。不瞒你说，如今村里的劳动
力不够用，附近外村的人都来俺村
里做工了。

古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
什么路呢？只能是改道行走。所以
我一直赞同国家的政策，无论是国

家还是个人，无论做事还是做人，
想保持发展就要改革，不改革就没
有出路，改革需要勇气。找不到出
路，只要有勇气迈出去，自然就有
了出路。

五

这期间，我一直在考虑另一个
问题，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

俺村里发展到今天，一些创新
方法被上级认可，作为典型对外推
广，俺村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
“明星村”。我个人也被省工会授
予劳动模范。现在俺村的人在别人
面前能抬起头来了，走路也觉得有
底气。有很多记者来采访。私下给
我交流，提出一些担忧。现在村集
体和老百姓都富裕了，村里有了名
也有了利。要警惕不要出问题，防
患于未然，蚂蚁也有决堤的可能。
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
一是现在村里虽然有了资本，但是
也不能盲目扩张，很多先例摆在那
里呢，扩张的风险要与自身的能力
对照再考虑能不能做。当然也不能
固守不前，事业要发展，产业要壮
大，那就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走，才
能防止不会栽跟头。

村集体有钱了，当然是要用之
于民。村委的每一项支出都要先开
会讨论，支出张榜公示，才是个明
白账，一分钱也要用到刀刃上。这
些年，村里针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制定了很多照顾政策，免费用水
电，每个月给老人发生活补助。给
残疾人找活做，做到自食其力。生
活有保障，村里老人感激，都夸共
产党好。我问老人，怎么个好法？
老人回答六个字：热心、贴心、暖
心。这话听着，俺心里也觉得暖乎
乎的。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叫好干部
呢，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国家提出
这句话，说到俺心坎里了。当官宗旨
是什么？为民。为民做事有了成就，
看着别人幸福，这就是成就感。给别
人快乐，自己也会感到快乐。这话
真是没错。一个人活着，最应该做
的就是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到极致。
这样才不会白活一回。你不逼自己
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这话我不是自夸，我是想给所有的
人共勉。仔细想想，俺村从贫困村
发展到现在的明星村。其实就离不
开这三口气：志气、勇气、正气。
往后呢，还要保持一鼓作气。看准
的路子就是憋住气走下去。

乡村姚书记的“三口气”
柏祥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
史任务。

过去五年来，在上下一心的共
同努力和艰苦奋战中，“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进展”，乡村面貌日新月
异。这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绝
好的创作素材：比如，充满振兴故事
的农业，巨大变革中的农村，创业与
创新的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中指出，社会是一本大书，只
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
能创作出优秀作品。2018年中央一
号文件则提出，“支持‘三农’题
材文艺创作生产，鼓励文艺工作者
不断推出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尤其是
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充
分展示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精神面
貌。”为此，本报特辟专栏，欢迎
读者们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乡村振兴
原创文学故事，如有采用，稿酬从
优 。 投 稿 邮 箱 ： j f j x z g 2 0 1 7 @
163 .com。

——— 编者

“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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