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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掩映小洋楼，空气清新人长寿，使
用沼气新能源，文明卫生又方便，条条大路通
家园，乡村胜似城里边。”这首在代村流传的
顺口溜，道出了代村村民的幸福生活。要问代
村人为何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他们自豪地回
答：是王书记带领大家坚持集体道路，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代村人嘴里的王书记，是兰陵县卞庄街道
代村社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对王
传喜的采访从夜里11点开始，他刚刚主持完代
村的周例会。像这样忙到深夜，对王传喜来说
是家常便饭。王传喜说，他年轻时最爱睡觉，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睡个好觉。

代村的红色基因

看着眼前的景象，谁都无法想象，靠发展
集体经济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代村曾经一度
走到分崩离析的边缘。

时光回转到上世纪90年代，代村欠下380万
元的巨额债务，村里人心散、治安乱、环境
差。“到处是柴草堆、粪堆、土堆、乱石堆和
垃圾堆。小偷小摸、打架斗殴、酗酒闹事层出
不穷，谁都可以骂大街。”王传喜回忆当时的
情况说。混乱之中，村委会彻底瘫痪，三个自
然村吵着要分家，“大队资产要分，连场院、
学校也要分”。

在代村最危急的时刻，王传喜挺身而出。
作为土生土长的代村人，王传喜是在村里

上的小学。同龄人中有三个考上了县里的重点
中学，王传喜是其中之一。王传喜学习成绩优
异，尤其爱好地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一名
科学家。可是因为家里穷，他上完初中后就下
了学。“三个人中有一个成了工程师，另一个
当了教师，就我还是农民。”王传喜笑着说。

离开学校后，王传喜先是打工，后来经
商，到北京、上海、山西、江苏等地做过农副
产品生意，在社会大学里锤炼出一手致富的好
本领。代村陷入混乱的时候，王传喜在兰陵县
第二建筑公司任项目部经理，年收入几十万，
家里住上了两层小楼、开上了汽车，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

1999年，代村重新成立党支部，并进行村
民委员会换届。谁来做代村的领头人？领导找
到了王传喜。“当时我在建筑公司任职，接触
比较多，领导对我比较熟悉，觉得我年轻有管
理能力，再就是村里的矛盾我都没参与，希望
我能回村任职。”

就这样，一道选择题摆到了王传喜面前：
继续干自己的项目经理，过无忧无虑的小日
子，还是回村任职，接手一个烂摊子。

几乎所有人都劝王传喜选择前者。父亲王
德胜劝他：“咱有活做，有钱挣，操这个心有
什么用？咱代村是个烂摊子，脏乱差，村貌也
孬，咱干好了怪好，老百姓说咱个好，要是干
不好呢？”和他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问他：“放
着年收入几十万元的老板不干，去当芝麻大的
官，天天瞎折腾，活受罪，既没名又没利，是
不是脑子进水，犯傻了？”

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王传喜的根一直
牢牢地扎在村里。“代村在东晋初年建村，有
1700年的历史，因为出了一个叫戴正的宰相，
因此得名戴家村，后来在演变过程中变成代家
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把家去掉，成了代
村。”代村悠久的历史令王传喜深感自豪。

代村早在1945年就成立了党支部。村里有
一座明清时期的大院，曾经作为县委所在地，
鲁南战役打响时当过指挥部，陈毅、粟裕等老
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停留，召开过营以上干部会
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代村连续
几年上交公粮100万公斤。王传喜说，代村有深
厚的红色基因。

生于斯，长于斯，红色基因融入了王传喜
的血脉，“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的知青点和老
房子，村里有敬老院，里面住了好多烈属，还
有很多大型农机具，砖瓦厂、蚕丝厂等村办企
业办得很红火。”

曾经辉煌的代村从彷徨到落伍，变得脏乱
穷差，王传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小时候村
庄那么好，现在乱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有责任
把村庄弄好。”王传喜下定决心：回村干！

这年3月，王传喜出任代村党支部副书记。
为了让王传喜更好地开展工作，上级派镇土地
所所长任书记，全力支持他。4月13日，代村村
民委员会首次直选，王传喜被选举为村委会主
任。

“全村老少爷们相信咱，我就要对得起这
份信任。我当村干部，就是想让村里人富起
来，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31岁的王
传喜带着承诺，走马上任。

近万个木桩树立威信

上任第三天，王传喜就接到法院的传票，
当了被告。而这仅仅是个开始。380万元的债务
让传票如雪花般飞来，在大半年时间里，王传
喜出庭上百次。

在代村村委会办公室里，王传喜算了一笔
账：“那时候，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是400元，
现在是4000元，按照这个比例，当时的380万相
当于现在的3800万，对代村来说这绝对是个天
文数字。”

“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接的是个烂摊
子，但上任前没感觉到多么难，直到接触具体
事后才觉得是真难。”王传喜感慨地说。

困难面前，王传喜没有退缩。“只要村里
账上有，我们就认。”王传喜先把账认下来，
再想办法慢慢解决，“努力盘活村里沉睡的资
产，增加收入，紧急的就借新账还老账，有的
分期偿还，有的把本还上。”为了多争取一些
还账时间，王传喜跟债权人把好话说尽。

有人说把钱交给了村干部，村干部也承
认，说把钱交给了村里，可村里账上没有，托
熟人找领导想把钱要回来，王传喜态度很坚
决：“村里账上没有，托谁也不行，这钱不能
还。”

农村年底花钱多，要给村干部发工资，还
要支付各种款项，一时没钱还债，王传喜召集
村两委成员开会，领任务借钱。副职借5万，委
员借3万，王传喜的任务最多，要借10万。

借钱是最让王传喜犯愁的事，“夜里睡不
着觉，想的最多的是找谁借钱，能不能借
来。”王传喜找得最多的是亲戚，“那几年只
要我一去，亲戚们就知道我是来借钱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代村渐渐还清了欠账，
王传喜松了一口气，“还完账就卸下了包袱，
感觉到无债一身轻。”在这个过程中，代村还
有意外收获，“为了还账我们受了一些难为，
但是诚信是无价的。前些年建筑行业闹诚信危
机，向哪个工地供砖供沙供水泥都要现钱，没
有现钱人家直接把车开走，不卸车，唯独代村
集体搞的建设项目没人害怕。”

治穷同时治乱，王传喜说，代村的村风不
能差。他带领村民进行环境整治、治安整治、
村风整治。渐渐的，代村的样子变了，“五大
堆”不见了，小偷小摸、打架斗殴、酗酒闹事
的现象也没有了。

万事开头难，通过治穷和治乱，王传喜初
战告捷，值得欣喜。可在回望这些年走过的历
程时，王传喜却说治穷和治乱只是一次小的胜
利，土地调整才是他上任后干成的第一件大
事。

1999年冬，王传喜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调
查走访，梳理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村民们

对人地不均的问题反映强烈。
人地不均是积累多年的历史问题。上世纪

50年代，代村有11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人
口和土地都差不多。经过50多年的人口增减，
国家和集体占用，造成了队与队、户与户之间
的巨大悬殊，“最少的队人均3分地，最多的2
亩6，有的户5口人只有1口人的地，有的1口人
有5口人的地，相差几十倍。”王传喜说，缺地
的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代村的土地已经
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王传喜把这个事提出来，大家都认为这个
事该干，但又都觉得这个事办不成。“合理的
事为什么办不成？”王传喜不信邪，他一面做
村民的思想工作，一面制订方案，准备第二年
清明节前把地分下去。

代村3000多口人有2600多亩地，最后确定每
户两块总共7分地。方案一出，果然反对声一
片，“有的整个生产队都觉得吃亏，有的户感
觉吃亏，都不干。”很多人跟王传喜闹，有当
街叫骂的，有往王传喜家扔石头的，也有寄威
胁信的。在这个过程中，王传喜和村干部在地
里竖起的近1万个木桩都被拔掉了。

“这个事当时觉得很难，过不去，但我这
个人的性格也比较有挑战性。”重压之下，王
传喜没有动摇，他铁了心要啃下这块“硬骨
头”。

村民抓阄选地，巧合的是，村干部抓到的
都是孬地，村民们觉得这次分地确实公平。王
传喜带领村干部重新在地里打桩。这一次近1万
个木桩立住了，大家都认为干不成的事，王传
喜愣是干成了！

“2000年的土地调整树立起村两委的威
信，为2005年的土地集约经营奠定了基础，对
代村发展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王传喜感慨地
说。

要挣长流水的钱

只要愿意，王传喜可以不用干得这么辛
苦。

代村紧邻兰陵城区，代村的土地都是令人
垂涎的黄金地段。王传喜刚上任的时候，有人
给他指点：“卖地有钱花。”事实上，过去的
代村走的就是这条路。王传喜告诉记者，村里
欠下380万元，相当一部分是在出售宅基地时，
因为收了钱最后没划宅基地欠下的。

王传喜也知道，要让代村富起来，必须做
好土地文章，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
上任之后，王传喜就立下承诺：“不向任何企
业、个人出让一寸土地，不上一个污染项
目。”

“钱到手，饭张口，没有收入光消耗是很
快的。”王传喜说，作出这个决定，不是因为
懂得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明白坐吃山空的道
理，“卖地来钱快，上污染项目来钱也快，把
地都卖了，环境污染了，钱花完了，以后发展
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咱到时候不能让人
戳脊梁骨。”

一个客商带着200万现金找上门，想在代村
建一个焦化厂，王传喜断然拒绝。有人看中了
现在代村医院的那块地，开价5000万元，并请
领导出面找王传喜谈，王传喜也没有松口。利
益的诱惑和领导的压力，王传喜都顶住了。

王传喜说，代村的土地要用来挣长流水的
钱。

治穷、治乱、调地，王传喜上任之初干的
几件事，都是见招拆招化解矛盾，至于代村如
何发展，他还来不及考虑。土地调整成功之
后，代村各项工作走上正轨，王传喜开始思考
代村的发展问题。

2002年，代村开始进行产业规划，搞“五
区一网”，即种植区、养殖区、商贸区、加工
区、生态庭院区和绿化网，种植蔬菜、花卉、
药材，养殖奶牛、水貂等。王传喜介绍说，现
在的代村还有当年“五区一网”的影子。

当时，代村的土地由各家各户自己经营，
农业产业化项目通过返租倒包满足用地需求，每
上一个项目都要和村民商量，项目和项目之间土
地价格不同，村民还有意见，村里零散经营的问
题非常严重，王传喜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

代村怎么办？从中央的政策中，王传喜获
得了灵感和依据，“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宜统则统，宜
分则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进行集约经
营。”王传喜认为，把土地集约经营，走发展
集体经济的道路，代村才能有出路。

当了几年村干部，王传喜把代村的情况摸
得不能再熟，“代村周遭以种植粮食作物和大
蒜为主，粗放经营，收益很少。由于临近县
城，大部分村民都经商，不依赖土地，适合集
约化经营。”

王传喜带着村里党员干部外出考察学习，
发现发展好的村大部分都对土地进行集约经
营，这更坚定了他发展集体经济的信心。“当
时每亩地每年的流转费是500元，现在涨到了
1000元，都远高于市场价，除了流转费，村民
还能通过土地得到股权收入，并且可以抽身去
打工去经商，再多一份收入，不管怎么算都合
算。”2005年，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代
村开始土地流转。由于政策优惠，加上村两委
在调整土地过程中树立的威信，代村的2600亩
土地很快流转完成。

位于代村北侧的代村商城熙熙攘攘，热闹
非凡。这个兰陵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地，就是
王传喜带领村民在流转的土地上建成的。商城
建成后，王传喜坚持商铺只租不卖，村委只收
租金、搞服务，不插手经营。目前，代村每年
从商城获得收入4000万元。

2008年，代村又流转了周边几个村的7000亩
土地，村集约经营的土地面积达到1万亩。从
2007年开始，代村投资7亿元建成全国第一个国
家农业公园，目前每年收入达3000万元。

集体的收入越来越多，村民的福利待遇也
水涨船高。社区里医院、公共浴池、公共食
堂、学校一应俱全；村民基本生活食品由村集
体无偿配供，基本医疗保险所需资金由村集体
全部负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还可以享
受2000元至5万元不等的助学金、奖学金……

“旧房流转”解拆迁难题

漫步在代村社区，65栋居民楼、170座小康
楼整齐排列。让老百姓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是
王传喜操心最多的事，他带领大家用10年的时
间完成了旧村改造。

代村人口众多，按照以前“摊大饼”的方
式，家家划宅基地，王传喜算过，至少需要上
千亩地，“我们要按这个路子划宅基地，就没
有今天的发展。”王传喜上任后宣布规划控
制，不再划宅基地，当时村民也有意见，王传
喜和村干部苦口婆心，用美好的远景说服打动
村民。

“我们把这条路作为突破点，从中间往两
翼展开。”王传喜指着村委办公室前的一条路
说。2006年，代村开始拆迁。王传喜把代村的
拆迁方式总结为小步快跑，“把村子分成好多
片，年年搞拆迁，一次拆一小片，一片几十
户，最多一百户，每次涉及人不多，我们工作
好做。”

拆迁过程中，王传喜把老百姓的利益想在
最前面，坚持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而且安置
政策非常优惠，“村民的旧房子评估价格一般
在8万元至10万元，我们建的安置房在120平方
米左右，里面地板、灶具、洁具都安装好，开

门就能住，每平方米500块钱，村民拿着拆迁补
偿款买房子还能剩钱，上楼不增加负担，一些
贫困户还可以分期付款。”王传喜介绍说，拆迁安
置还有一个原则是按需分配，“比如一户人家有
两个儿子，可以一下安置三套，以后增加的人口
随时有房子，还是按500块钱一平方米。”

拆迁众口难调，有的拆到了不想上楼，有
的没拆到想提前上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
传喜想出了“旧房流转”的办法，“想上楼的
把旧房子交出来提前上楼，村里按5000元至1万
元的价格收购，然后按收购价格把旧房子卖给
不想上楼的，同时说好，等拆迁的时候这些房
子不再评估。”

楼房宽敞明亮，水电暖俱全，还能看有线
电视，没几年，那些不想上楼的看到楼房住着
舒服，就想上楼了，“有几年整天有村民来问
拆不拆，都嫌拆得慢，说该拆了。”王传喜
说，通过这个办法，使拆迁成了村民的自觉行
动，把我们要村民迁，变成了村民要我们拆，
越弄越顺。

2015年，代村最后一批村民上楼。拆迁被
称为“天下第一难”，代村的旧村改造，不仅
没有占一寸耕地，还腾出了几百亩土地，并创
造了零投诉的奇迹。外界说代村干一个事成一
个事，不干则已，一干必成。王传喜则说，成
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和细致的工作，“每次
拆迁我都牵头，把工作做到最细致，真是磨破
了嘴跑细了腿，背后有多少个不眠之夜。”

“发展是飞速的，慢了

也是退步”
乍看上去，王传喜身材魁梧，像个粗糙的

汉子，但攀谈几句，就会发现他逻辑清晰，思
维缜密，上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代村的实际
情况，他都能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王书记没别的爱好就是爱学习。”代村
村委会工作人员刘聪说，一有时间王传喜就阅
读党报党刊，学习“三农”的相关政策。在提
出“旧房流转”想法的时候，他还受到《大众
日报》刊登的文章的启发，“2008年，山东省
出台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的意见，《大众日
报》连续在头版刊登文章，介绍各地的做法，
有很多种模式。”

王传喜脑子装满了“三农”政策，并且能
与代村的实际结合得恰到好处，因为他熟悉这
里的一草一木，“我当上村干部后，很多人跟
我说村里事太多，建议我别在村里住，但我一
直住在村里，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是一个
村干部，去外面住干什么，不如把自己家乡建
得漂漂亮亮，咱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事。”

发展过程中难题一个接着一个，王传喜总
能想到办法化解。王传喜说，这些好点子有些
来自苦思冥想，有的是灵机一动，还有很多来
自村两委会上的碰撞。王传喜上任后，代村村
两委形成了早晚开会的制度，晨会早碰头，说
说前一天的工作，安排当天的工作，周例会、
月例会等各种会议则安排在晚上。王传喜说，
代村白天不开会，怕耽误农忙。因为早晚开会
和工作繁忙，王传喜早起晚睡，睡眠不足，最
多的时候曾经连续35天加班到深夜。“年轻的
时候睡不够，曾经一次睡过17个小时，现在睡
眠不好，能睡个好觉是最大的愿望，不吃饭都
行。”王传喜说。

代村越来越好，王传喜觉得自己的付出很
值，“我最自豪的事就是带领村民走了集体化
的道路，村庄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收入
越来越高，大家都能受益。”

成绩面前，王传喜没有沾沾自喜，“好多
先进村庄跌下了神坛，代村要永葆先进，还要
加强自身建设，最起码不能出问题。”6月的月
例会上，王传喜对着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和企
业管理人员敲响警钟，“代村取得了一些成
绩，我们要珍惜荣誉，不能骄傲自满、沾沾自
喜，不能认为自己很好，要有自知之明，知道
短板不足在哪里，直面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被鲜花掌声包围就飘飘
然，发展是飞速的，慢了也是退步。”

代村未来要干成什么样？王传喜坚定地
说：“我们要初心不改，永立潮头，当好领头
雁和排头兵。”

2005年，代村流转全村2600亩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王传喜顶住诱惑和压力，不向任何企业、个人出让一寸土地，不上一
个污染项目，用土地为代村挣来长流水的钱。“绿树掩映小洋楼，空气清新人长寿……乡村胜似城里边。”

王传喜：“幸福代村”要当好领头雁
□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李桂东

兰陵国家农业公
园里的小火车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全景

宽敞的代村社
区街道

王传喜在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查看作物长势

整洁的代村
小康楼

沂蒙老街
夜景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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