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城市有“中国佛桃之
乡”的美誉。距肥城城市东区
三公里左右，有一名字非常别
致的村--仪阳村。相传古时
一进士选墓地在一片湖水之阳
举行祭祀仪式，故名仪阳村。

仪阳村子不小，全村共有
666 户人家，其中仅农业人口
的数量就达到 2460 人。

虽然村子早已与县城融为
一体，但由于村子坡多、岭
多，自然条件差，区位优势一
直没有发挥出来，村民收入及
集体收入一直不高，甚至可以
用很差来形容；当然，这是以
前的情况。自冀玉明担任该村
主要负责人后，这一状况已有
了很大程度的改观。

冀玉明--仪阳村现任村
支书。虽然已经为村里服务了
3 2 年，但他今年却只有 4 8
岁。他认为，为官一任就要造
福一方；作为中国最基层的
“官”，如果一名村支书不想
出大力、流大汗，整天无所事
事也能混。但作为一名称职的
村官，首先要敢替老百姓想
事，把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
件，要善于挖掘潜在资源，为
经济发展创造好的环境；同时
要有奉献精神，能带领群众干
出点事来；当然，在今天的复
杂环境下，一名称职的带头
人，还要会动脑筋，善于把握
机遇，会干事情，给群众带来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农村干部，工作在个人

在村里当干部，这个干部
从级别上说可以说是中国最小
的干部，但从群众利益的角度
来说，这个干部又是个大干
部。因为这个干部的作为关系
到一个村子的好坏，关系到诸
多群众的切身利益。

32 年前，年仅 16 岁的冀
玉明就开始工作了，那时的村
还叫大队，冀玉明就在大队的
副业干，每天挣 1 0 分的工
分，算下来一天也就挣 3 毛
钱。那时的仪阳村，在全乡
49 个行政村中是最穷的村之
一。村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
更不用说有钱花了。

19 8 4 年，改革开放后的
第 6 个年头，经济发展的春风
吹遍神州。此时，有了一定阅
历的冀玉明也是心潮澎湃：党
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么好，我
们为什么就不能想点事呢？同
年，冀玉明挑头成立了建筑公
司，成为村里敢于“吃螃蟹”

的第一人。虽然公司规模也就
有五六十人，但在经济发展的
大背景下，仅在周围干些盖房
修路的活计，公司也有不错的
收入。牛刀小试，就成功运作
了建筑公司，从此，冀玉明创
业的信心大增。因为敢想敢
干， 1999 年，冀玉明成功当
选村主任。也就是在这前后，
村里先后建起了加油站、面粉
厂等企业。

在冀玉明的带领下，2008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了 110 万
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
6700 多元。一个过去一穷二白
的村子，历经多年的奋斗，多年
的发展，今天终于破茧成蝶。
“思路决定出路，不怕干不

成，就怕想不到，农村要发展，
干部没想法不行，没工作积极
性更不行，这其中，干部工作的
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
说工作在个人。”对待自己的工
作及职责，冀玉明就是这样认
识的，作为一名村官，冀玉明自
上任以来，也一直在给自己施
加压力，逼自己有想法，有自觉
性。

为民当家，要为民谋事

2 0 0 7 年 10 月，冀玉明担
任村支部书记。上任之初，他首
先想到的是怎么把先天具有的
区位优势发挥出来。仪阳村紧
邻城区，目前实际村子已经成
为城中村，济兖公路穿村而过，
把村子分为东西两部分。由于
多年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划，村
子内老住户搬迁后出现不少空
闲地。看着村民们仍就住在普

通的平房内，而村内
大量宝贵的空地又没
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
效益来，冀玉明心急
如焚。如何科学规划，
既能使村民们的住房

条件得到改善，又能节约土地
呢？因此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充
分挖掘潜力成立新一届领导班
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下定决心进行新村的改
造。但真正要动迁的时候，却碰
到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冀
玉明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他到
一家需要拆迁的群众家时的情
景。“刚进门时，那家男主人正
在喝酒，我以书记的身份跟他
打招呼，他竟连眼皮都没抬，我
就在旁边坐着跟他讲道理，直
到 1 5 分钟以后，他才跟我吱
声。”一趟工作做不下来，他
就再跑一趟，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反正我不是为了我自
己的私事，而是为了让大伙早
一点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全
体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目前
全村已经有 270 多户人家搬到
了新建的楼房内，而这些搬迁
户每户仅仅拿了 2 ～ 3 万元就
住进了要比平房不知要好多少
倍的楼房，他们的楼房，让城
里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

“为老百姓当这个家，就
要时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当初建新楼房的时候，每一栋
楼村里都要补贴近 120 万元。
没有启动资金、加上有些群众
不理解，当初真是难上加难。
为了把这第一步工作先进行下
去，村里只好边拆边建，先动
员有积极性的群众拆房子，并
积极通过各种途径筹措资金。
当第一栋楼建起来并分给群众
后，老百姓才真正理解了他们
的工作，才明白了他们的工作
真是为了全村人着想。目前，
通过旧村改造，全村已经整理
出 270 多亩地。

在旧村改造过称中，冀玉
明碰到的最大困难还是资金不
足，由于不是商业房地产开
发，开发的房子全部是村民的

安置房，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村
集体不仅没有任何的收入，而
且还要垫资。为了让这一工作
顺利进行下去，冀玉明又开始
有了新的打算。村北头有一块
30 多亩的闲置地，虽然地方
很不规整，而且杂草丛生，但
这块地靠近公路，非常有商业
价值。如果把这块地方盘活，
不仅废弃地得到了有效的利

用，而且还能解决旧村改造的
资金问题。按照冀玉明和村两
委的计划，这块地方不久将建
4 个车间，如果每个车间年租
金按 10 万元计算，这块废地
年可产“金” 40 万元。“这
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们的
这些想法还需要各方面的支持
与我们自身的努力。”冀玉明
有自己的现实困难与长远打
算：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好比在
爬坡，今天已经到了坡最陡的
地方了，如果我们的这些资
源，一旦有一个地方盘活，我
们整盘棋就活了，就能获得长
足的进步与发展；今后，村民
们一旦全部得到安置后，我们
的房地产将转向商业开发，到
时我们村民们的收入、村集体
的收入也将有一个大幅度的提
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这是两句名言，我们常
常引用的，出自《论语》，孔
子说的话。孔子告诉子贡，一
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
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
把工具准备好。这句话，在仪
阳村有另一种诠释：要把村子
管理好，村干部们首先要要严
格要求自己，管理好自己，自
己首先要成为致富的带头人。

用冀玉明的话说就是：我
们也是官，也必须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目前，仪阳村共有
1 3 名村干部。为了严以律
己、加强自我管理，他们每周
一都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召开
前都要严格点名，有事要请
假，严禁无辜缺席。会上，大
家要互相通报各自的工作情
况，总结一周来的各自负责的
工作，并就下一周的工作进行
部署安排。同时，还要学习有
关的管理、经营知识。

另外，村里还不定期召开
民主评议会，由村民代表和全
体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对村
两委进行全方位的评议。“我
们就是要给自己加压，就是要

把自己置身在眼光下，暴露在
群众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
我们的工作才规范，我们的工
作才更加认真！”

同时，为了激发村民对本
村的认同感，促进和谐村庄建
设，村里每年都会评选优秀党
员代表，双文明户，优秀村民
代表和和媳妇好婆婆。对评选
出来的先进，村里不但有一定

的物质奖励，还要大张旗鼓地
进行表彰宣传，不但给他们戴
上红花，还要把照片贴在宣传
栏里（见左下图），以此树形
象、树正气。

自从这一些列活动搞起来
后，村里的民风有了很大改
善，邻里和睦、家庭和睦成为
大家的共识，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都在小范围内化解掉。

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

2 0 0 8 年，仪阳村集体收
入达到 110 万元；村集体有了
一点收入后，冀玉明他们首先
想到的是如何改善村民的生
活。虽然每年增收节支是村里
的第一要务，但村民的生活他
们也时刻挂在心上。

首先是村里的老人和孩
子。村里规定，凡 70 岁以上
的老人，每年生活补贴 2 4 0
元， 80 岁以上的老人每年生
活补贴 360 元。对于村里的学
生，只要是考上中专的，当年
就奖励 400 元；考上大专的，
当年奖励 6 0 0 元；考上本科
的，当年奖励 1000 元。全村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合作医
疗费由村里全部承担； 60 岁
以下的，合作医疗费村里承担
一半。

对于老党员，村里也是格
外重视。每年的年节，村里都
进行专门的慰问； 2 0 0 8 年
“七一”期间，全体党员召开
了一个纪念活动，其中对党龄
超过 50 年的 3 名老党员进行
了慰问。这些慰问，虽然拿出
的东西不时很多，但党员们心
里都感觉到热乎乎的。

虽然村集体有的收入有
限，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旧村改造中的拆迁户，村里
每户都给予 2 0 0 0 元的拆迁
户， 10000 元的搬迁费。村民
只要付 2 ～ 3 万元就能住进
1 2 0 多平方米的新楼房里。
“其实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
的，就是增加群众的收入，壮
大集体经济，说到底就是让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冀玉
明的发展观，也是他干事创业
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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