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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他这一年来都是尽心尽力为村里人着想，
对于村里的工作永远放在第一位。真的非常感
谢他，没有他，村里不会发展这么快。”牛武镇八
条硷村村干部感慨地说。

初到八条硷村的曹鑫并不被群众所认可，大
家都觉得这个从县直机关单位来的第一书记大
概就是来转一转，走一走，做做样子，镀镀金，可
没想到，他卷着铺盖住进了村里。

“曹书记，我自己养了好些蜜蜂，产的蜂蜜没
人要，卖不出去，人家都嫌没有厂家。”一日，脱贫
户夏方安找到曹鑫诉苦。曹鑫听说后，自掏腰包
将夏方安的蜂蜜买了一部分，随后拿到单位给同
事发放，让他们帮忙做宣传，并且马不停蹄联系
了有资质的生产厂家前来收购。

在八条硷村的 300多个日夜，曹鑫通过日复
一日的长期走访，把群众当亲密家人、田坎老师、
山野朋友，进家门、谈家事、拉家常，带给老百姓
很多感动。在冯家塬小组走访村民时，他发现脱
贫户夏方梅家有个小孙女，2岁多没有母亲，在了
解了实际情况之后，他积极联系县妇联给孩子争
取了奶粉、衣物和资金；在走访刘家塬村民小组
时，群众反映有一段生产路被暴雨毁坏，出行不
便，他多方协调，积极争取，将生产路及时进行了
维修；在走访贫困户周双明家时，得知其妻子吃
的药物是自费购买的，他仔细观察，发现有几种
药品是国家免费发放的，当天就去医疗部门领了
送到家里，并多次叮嘱吃完了记得给他打电
话……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建设苹果示范基地、安装太阳能路灯、修建
文化广场、维修活动阵地……曹鑫凭借着一颗真
心为民的初心，化身为村上惠民政策的宣讲员、
为民解忧的服务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更成为了
八条硷村村民的“自家人”。

走进甘泉县道镇甄家湾村，房屋错
落有致，村容村貌靓丽整洁。村民都这
样告诉笔者：“甄家湾村之所以能有今天
的变化，多亏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张建
华。”

为群众修筑致富路

2017年6月，在甄家湾村落后、贫困、
人心涣散的情况下，59岁的张建华当选
为甄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真
正代表群众，为群众多办实事、办好事，
带领群众致富，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
任。”张建华说。

张建华任职后跟随县能源办在甄家
湾村挂职的第一书记学习抓党建、促民
生等工作，同时协助第一书记修了村里
的主干道路，这也是张建华上任后为村
里干的第一件大事。

“要想富先修路，路好走了，群众的
心里就敞亮了，致富就有希望了。”张建
华说。

“全凭张书记把路给硬化了，要不以
前下雨的时候，连门都出不了。”六里峁
村民小组的村民刘海笑着说。

张建华针对甄家湾村的实际情况，
2020年从扶贫局引进项目，对庙沟门、
漫庄河等村硬化 14公里道路，同时硬化
胡同、修筑下水道，补齐了基础设施差的
短板。

用行动赢得群众信任

村里道路修好后，张建华带领村“两

委”成员着手清理村内垃圾及绿化、美
化、亮化工作。

“当时，村里共清运垃圾800余吨，淘
汰破旧物件 2万余件，大大改善了村内

‘脏、乱’现象。”张建华告诉笔者。
村里美了、干净了，张建华又把庭院

卫生作为重点来抓，结合县妇联开展“美
丽庭院”创建活动，发动各家各户清理自
家庭院垃圾，尽最大可能打造出干净整

洁、赏心悦目的宜居环境。
“通过开展‘人人比文明，户户比干

净’活动，群众自觉养成了早晚各打扫一
次户内外卫生的习惯。”第一书记白智文
说。

全村绿化苗木 6131棵，植草 2150平
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100盏，修了 3000
平方米的广场……如今的甄家湾村，实
现了排水管网户户通，村内供水、排水、

照明、健身、通信、安全等各项公共服务
设施一应俱全。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和
作为，村民们全都看在了眼里，张建华辛
苦奔波的身影，村民们全都记在了心里。

让群众当家作主

为改变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张建华主动创新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实
现了“三个转变”：村“两委”由管理职能
向服务职能转变、村级事务决策由过去
的半透明或者不透明向全公开转变、村
务管理由少数人说了算到多数人共同决
策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变。

在张建华的带领下，甄家湾村的民
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得到加强，村级政务
财务实行定期公开，村民代表大会制度
得到了有效实施，村民们看到了村委会
工作的运行情况，也切实体会到了当家
作主的感觉。

“我正愁着在哪里办养殖场，每年要
为租回来的地上交多少租钱时，建华找
到了我，动员我在他们村养猪，没想到第
一年我就收入8万余元。”养殖户程军说。

张建华在 2018年引进大樱桃 50亩，
由个人承包，为村集体经济每年每亩上
缴 650元；在农场和牛圈窑子的对接处，
有一片荒山及石头峁，张建华思前想后，
在 2020年，把那块地方变成了千头猪的
养殖场，养殖户可以使用30年后，再回交
给村委会。

如今，放眼甄家湾村，山峦染绿，丛
林带金，硕果盈枝，煞是好看。村民的新
生活，已经开启。

甘泉县下寺湾镇田家沟村通往村口就是一条河，
没有过水桥，村民每次出门都很不方便，遇到下雨天
更是寸步难行。

田家沟村的故事要从这条路讲起。
2009年的一天夜里，在村委会老旧的小院里，一

场不到 15分钟的党员大会召开，会场气氛有点儿尴
尬。

“我们的‘急难愁盼’还需要问吗？”村里的致富能
手贺嫔利率先发问，“连座桥都修不好，只开会有啥
用？”贺嫔利所说的“桥”就是崎岖不平的进村道路，出
行不便，交通安全隐患大，不少年轻人因此而外出打
工。

“反映了多少次，一直得不到解决。”“一座桥修了
多少年了都修不好。”……村民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村党支部书记面红耳赤抬不起头。

就此，修路的事很快被提上日程。缺资金就多方
筹措，需设计施工便积极与甘泉县交通运输局对接。
村里到县城往返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村“两委”班子不
知跑了多少趟。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桥修好了。如今，再走在大
桥上，桥面上有很多村民在售卖各种蔬菜和时令水
果。

“这可是件大好事，咱老百姓会记一辈子的大好
事。”贺嫔利信心满满地说，“靠大棚我给儿子在县城
买了房子，今年光12个小棚，我争取收入10万元。”

今年 51岁的贺嫔利，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村
子，以前父母守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看着家里的开
支越来越大，她便种地，但一年的收入没多少，但自洛
河大桥建好后，政府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让贺嫔利再也
坐不住了。2012年，看到村里的大棚建起来了，她就
搞起了大棚种植业，起步就从两棚黄瓜开始，开始了
她的发家致富路。

多年来，勤劳能干的贺嫔利起早贪黑，种菜册子
时刻不离手，如果遇到还不懂的问题就从百度上找，
没想到，她种的菜渐渐出了名，她的勤劳也渐渐被众
人熟知，第一年种菜到手的现金就6万余元，这下对贺
嫔利来说，创业更起劲了。于是，她扩大了种植的范
围，去年种了两个大棚蔬菜，12个小棚种了西瓜、油桃
等。在她的带动下，全村大部分都搞起了第三产业。

像贺嫔利一样，近几年，田家沟村村民依托独特
的资源优势，抓住政策、技术、资金等关键环节，大力
发展山地苹果260亩，百只湖羊养殖场一个，发展平菇
种植 70万棒，弓棚种植 70座，目前，千只湖羊养殖场
正在招商中。他们正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经营着丰
盈温暖的好光景。

富民产业发展起来了，人们改造自己家园的愿望
也更强烈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田家沟村以
支部引领带动党员示范，发挥党支部领航，主动挑起
发展的重担，把带富能力强的人选配到村“两委”班
子，开阔思路，转变发展方式，依托香林寺和大峡谷游
客接待中心建设之地的优势，制定了“一线两园三区”
（沿洛河休闲观光线，田家沟村食用菌种植示范园、香
林寺村农家体验园，左沟休闲垂钓区、香林寺旅游风
景区、贺家坪陕北窑洞特色民宿区）发展模式，发挥景
区辐射优势，促进文旅、农旅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人
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一幅幅美丽农村
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还是党的政策好，以前没有水，路不好，更别说
晚上出门了，如今，自来水引到院子里，路成了水泥
路，晚上还安装了路灯，真是太方便了。”坐在自家院
子里，今年75岁的村民殷海宽激动地说。

据介绍，以前村里的条件有限，殷海宽的三个儿
子，两个只能在外地发展，一个去外地读书。如今，殷
海宽的几个儿子都在外地成了家，如果想家的话，不
管什么时候开着车就回来了。

这些天，田家沟村新修的柏油路上正在安装路
灯。这路灯照亮了进村的路，更点亮了百姓奋力致富
奔小康的信心。

田家沟蝶变记
通讯员 范筱霞

● 殷海宽在自己院子种菜

● 贺嫔利在给大棚蔬菜松土

张建华：“只有多办实事，才能赢得群众信任”
通讯员 范筱霞

● 张建华（左）和村民商量猪的销路

他们，奋斗在乡村振兴路上
通讯员 任阳婷 袁世欣

● 张建斌（左一）查看修路进展情况

在富县乡村振兴的最前沿，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强村富民的“领头雁”，是基层治理的“先
行者”，是为民办事的“排头兵”。他们早出晚归，从酷寒严冬到炎炎夏日，从田间地头到农户家中，
用真情、真心、真意一步步走到“群众心头”，成为乡村振兴一线的“生力军”。

“咱能不能搞养殖？”走访调研中的第一书
记张建斌被村民一句“点醒”。2020年，初到张
家湾镇三城村的张建斌看到村子自然条件较
差，产业薄弱设施落后，他深知，村子要发展，产
业是根本，必须打破传统产业的束缚，再闯“新
路”。

挨家挨户走访调研，了解村情民意，张建斌
早出晚归的在村子里“串门子”。

三城村作为沟道村，以前村民除了种植玉
米以外就是养羊，按照国家封山禁牧政策，如果
要养羊，出路就只有一条——舍饲养殖。提出
发展的思路后，村民们顾虑重重，原来早在
2018年，村里就已经开始发展舍饲养殖，但后
期经核算评估，发现效益不是很乐观。

怎么办？就当大家都以为舍饲养殖不了了
之的时候，张建斌主动带领村干部赴宝塔区、吴
起等地实地考察“取经”，总结经验教训。在大
家的共同协商下，合作社转型发展，变集体养殖
为分散养殖，将羊分到各户，由党员带头改造养
殖圈舍，打造规范化的“微圈舍”，同时成立湖羊
养殖协会，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在
张建斌的鼓励下，三城村目前湖羊养殖已发展
到 14户，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由最初的 205只发
展到 1400余只，其中出栏 400余只，收入 31余
万元。

如今的三城村，围绕“党建引领、党员带头，
依托优势、因地制宜，舍饲养殖、草畜一体”的发
展思路，逐步实现了设施养殖的科学化和效益
的最大化。“家家养、人人养、念羊经、发羊财”
已经逐渐成为全村村民的致富共识。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努力奋斗的目
标，也是我心中所盼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
继续为村民谋幸福。”张建斌说。

从大操大办到自觉简办，从讲奢侈搞攀比
到不论排场不比高低，如今的吉子现便民服务
中心安子头村，乡风文明的精神种子在群众的
心里生根发芽。

“受传统思想影响，村里大操大办红白喜
事之风很难根除，我们只有不厌其烦地跟村民
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第一书记王荣皓表
示，早在前几年，村里就对婚丧嫁娶等红白喜
事规定了操办规模、礼金上限，但群众还没有
从陈旧思想“走出来”。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淳
朴乡风才是永远的财富。”王荣皓深信这一道
理。化风成俗，久久为功，移风易俗并非一蹴
而就。为了提振精气神，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他积极主动的钻研政策、请教经验，并在田间
地头、农户家中不断走访调研，最后结合安子
头村村情民意，完善了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
制度章程，严格实行办事审批报备制度。

“去年我儿子结婚，我办宴席准备了 5万
元，后来去村上报备，人说要严格按照红白理
事会的过事标准办，我开始还有些为难，怕被
村里人笑话，后来在王书记和村干部的帮助
下，只花了不到3万元就把事过了，办的简约但
不简单，大家都说好。”村民李春胜说道。

与此同时，王荣皓定期走访村老干部、老
党员，征求他们对村里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将
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返乡创业青年、道德模
范和致富能人等有助于乡村治理的人，都纳入
到乡贤队伍中来，还在村里大力开展了“文明
家庭”“卫生清洁户”“好婆婆”“好媳妇”等多种
形式的文明评比活动，宣扬群众身边的好人好
事，帮助群众祛除陈规陋习，弘扬向上向善向
美正能量。

曹鑫:

用真心换取民心

● 曹鑫（中）上门给群众调解矛盾● 王荣皓（左）动员村民打扫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