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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今日聊城 民生

5日上午，记者来到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街

道办事处的时候，多数大学生“村官”都不在，办

公室人员李彬说，“除了刚来的几个在接受培训，

其他的村官都灭白蛾去了。”据了解，凤凰街道办

事处共有7名村官，最早的3人2007年到岗，今年5

月份已经任职期满，但他们都没有选择离开。

大学生“村官”张伟（右）在灭白蛾。 陈洋洋 摄

“已经好几个周末没休息
了。”张伟说，忙里偷
闲，他们还是会抽出时间
看书。在“村官”谢爱敏
的桌子上，摆放着几本与
农村有关的书。她告诉记
者，自己家离街道办比较
远，就住在这里，下班后
会看看书，增加对农村的
了解。张伟现在经常读关
于农村和法律的书，比如
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
地承包法等，“多了解这
方面的知识，便于更好地
开展工作。”

任期满

不想走

洛阳师范学院的高俊
亭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两年
多了，任职期已满，但他
没有离开的意思。“家里
都挺支持我的，我自己也

愿意在这里干”，高俊亭
说，在农村干了两年多
了，对这里已经产生感
情，真舍不得走。任职期
满的 3个“村官”一个也
没走，都在忙活各自的工
作。凤凰街道办事处军屯
村村民王先生说，现在村
民们都很欢迎大学生，因
为他们懂知识，能帮村民
致富，但是希望村官呆的
时间能长些，两年时间有
点短。

凤凰街道办社区总支
书记姜峰告诉记者， 7名
村官一人包一个村，干得
都很不错。2007年来的3个
村官已经期满，但据了解他
们都不想走。“刚来时还有
点书生气，但他们成长很
快，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
了”。姜峰介绍，学科技或农
林专业的大学生，很快就能
利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
也大有作为。

上阵灭白蛾 聊得农村事

大学生“村官”届满不想走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谢晓丽 陈洋洋

大学生“村官”谢爱敏正读“农书”。

翻院墙

灭白蛾

在一处白蛾防治点，记
者见到了葛海村“村官”张
伟。张伟2007年毕业于山东
师范大学通信系，去年来到
该村任主任助理，到现在已
经整整一年时间。高高的个
子，黝黑的皮肤，张伟很高
兴地跟记者打招呼，他说，
他们这些大学生“村官”，
在农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
积累了很多经验。

现在正是全民灭白蛾的
关键时期，然而凤凰街道办
事处有些村民全家外出打工
或做生意，院门紧锁，这些
“村官”们只好翻墙头进入
院子灭白蛾。李海务村村民魏
先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但是
家里有好几棵榆树，“没有钥
匙，只好翻墙头进去。”张伟笑
着说，翻墙头进入村民家中，
首先要和邻居们商量沟通，征
得邻居们的同意，“要不然还
以为我们是小偷呢”。张伟介
绍，榆树是白蛾繁殖的主阵
地，为了控制白蛾繁殖，必须
这样做。

灭 白 蛾 是 件 “ 苦 差
事”，但“村官”们也要亲
自去干。“必须先用钩子钩
一遍再打药，虽然这个方法
最原始，但最有效。”张伟
说，前几天打药灭白蛾仰着

头，眼镜、脸上都沾上了
药，到现在闻到味就犯憷。
“苦点累点倒没关系，就怕
村民不理解。”张伟介绍，
有些村民认为大学生不懂农
村的事，工作很不配合。灭
白蛾过程中，有的树叶子被
吃光了，这棵树就要刨掉，
但不了解情况的村民不愿意
刨自家的树。遇到这种情
况，只好先与他们拉家常，
聊聊农村的事，然后再转移
话题，给他们讲诸如“现在
还能卖钱，再晚就真的误事
了”之类的。

聊天时

全农事

“×××家灭白蛾不配
合，大家都出出主意怎么办？”
“×××家农田不适宜种粮
食，是不是劝他改种经济作
物？”如今，该办事处的7名村
官，没事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吃
饭、聊天，不过聊天内容已经
不再是大学时代那些话题，而
是变成了农村的事。“在一起
相互交流有好处。”张伟说，
早来的师哥经常会给后来的
师弟们讲农村的事，怎么与
村民相处、怎么配合村干部
工作等。

现在街道办的工作人员
和“村官”们，每天都在忙
灭白蛾、防治手足口病等事
情，很少呆在单位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