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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三农场兴海
村党支部书记徐存贵是一位癌症患
者。患病 12 年，他先后两次手术，化疗
多次。就是这样一位“抗癌斗士”，带领
全村走上了富裕之路：2012 年，全村人
均收入达到 9980元。

今年 50 岁的徐存贵，1988 年 5 月
调到三农场三队任副队长。全队共有
323 人、职工 119 名，全队有耕地 1828
亩、鱼池 3824 亩，是一个典型的农业
村队。调任后，徐存贵凭着实干赢得
群众的一致好评。然而，正当他在工
作中大显身手时，2000 年 4 月，徐存
贵被确诊为膀胱癌。

手术后，医生嘱咐徐存贵在家静养
3 个月，可当时正值农忙，回家第二天，
徐存贵就跑到抽水泵点查看水情、协调
生产用水，使全队适时插上秧。

2000 年 6 月 10 日，徐存贵忍着病
痛买回 2 斤大眼幼体蟹苗放养进自家
的两亩责任田里，开始试验稻蟹立体种
养，并将自己的种养经验记录下来。当
年，他养殖豆蟹初步成功，纯收入 9500
元。2001 年，他又率先在自家承包的
6 亩稻田里进行豆蟹立体种养，由于持
续高温，徐存贵从支渠抽水救急，没想
到由于水质太差，蟹苗开始陆续死亡。
爱琢磨的徐存贵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养
蟹文章净化水质，蟹苗恢复正常生长，
这一年他收入了 35000 元。让队里人
很羡慕。

2002 年初，徐存贵决定领着大伙
养豆蟹。为了帮助 20 多家农户联系蟹
苗，8 天里他骑着摩托车先后 10 余次
赶往丰南县毕家圈。徐存贵还将自己
摸索出的养殖技术要点编成小册子印
发给大家，并随叫随到现场指导。到出
蟹时一算账，养殖户当年增收 25 万元，
户均增收 1万余元。

2003 年初，徐存贵又把致富重心
转移到畜牧养殖业。经过考察，他建议

发展畜牧养殖，利用原有稻场建成占地
25 亩的畜牧养殖园区，并号召党员干
部带着群众干。为提高养殖技术，他多
次到邻县考察，并组织职工到兄弟场参
观学习。经过努力，当年发展养殖户
28 户，品种涉及猪、牛、羊以及貉子、狐
狸等 10 多个品种。仅此一项人均增收
1500多元。

2004 年 4 月，农场党委研究决定，
徐存贵出任党支部书记，他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2012 年 5 月，因为长期劳累，
徐存贵的癌症复发，再次做手术，并接
受多次化疗。但是，为顺利完成辖区内
6000 亩鱼池的精细化改造和霖丰生态
种植园建设，徐存贵在导尿管未拔除的
情况下，就赶到工地现场，指挥施工。

兴海村的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上
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徐存
贵；群众家中遇有婚丧嫁娶等大事时，
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面对职工群众
反映的实际问题，徐存贵总是认真解
决，努力处理好每一件事，职工、群众因
此亲切地称他为“为民书记”。

移民魏中海患上肺心病和哮喘病，
徐存贵为其四处寻医问药，自费从甘肃
一家药厂邮购药品送到家中。2005
年，移民孙秀芝老人患脑血栓，生活不
能自理，徐存贵坚持每天去探望，还帮
老人做家务。

前段时间，场里结合创建学习型家
庭活动，徐存贵出资为 5 户家庭订购书
籍和报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
度实施后，徐存贵又出资为 3 户困难户
缴纳了医疗保险金。12 年来，徐存贵
为帮扶贫困户，从自己的工资中无偿捐
献了 2万余元。

徐存贵多次受到农场党委和各级
党委、政府的表彰，获评唐山市优秀共
产党员、学雷锋先进个人、“一助一”扶
贫济困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被河北
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三农场兴海

村党支部书记徐存贵——

致富路上有“为民书记”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杨文海

“只要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
办，村民就相信你，拥护你。”实行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已 9 届，而每
届选举，黑龙江省尚志市一面坡镇
长营村的张秀林都是满票当选村委
会主任。

这些年，张秀林带领长营村村党
总支班子成员始终以让村民过上好
日子为奋斗目标，以为民、务实、清廉
的行动，带领群众建设产业化发展、
城镇化生活、现代化服务的新长营。
目前，全村有集体公司 5 家，年产值
2.38 亿元；集体资产 2.1 亿元；2012
年人均纯收入 2.13 万元；长营村成为
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
500强村。

长营村党总支、村委会带领村民
从抓产业、促调整入手，通过规模化
经营、科技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走出
了一条以特色、精品、科技、可持续为
主导，以现代农业为方向，强村富民
的“长营之路”。

2003 年，村委会包车拉着 100
多位村民到省内外浆果产区考察了 5
次，并采取为种植户提供苗木、水泥
桩及钢线等的办法，带动 60 户村民
种树莓。树莓种下要第二年、第三年
才见效益。2004 年开春，有 47 户把
树莓苗全部拔掉，又种上了玉米、大
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秀
林非常心疼，看着大片被拔掉的树莓
苗流下了眼泪。村民张守义握着张

秀林的手说：“别难过，我相信你，他
们不种，我种！”2006 年，张守义的浆
果收入达到 10 万元，比种田高出 10
倍，如今被评为树莓种植大户，日子
越来越红火。

目前“长营”浆果种植已发展到
一镇一乡 6 个村 840 户，形成 1 万亩
的现代农业园区，并建设了固定资产
4000 万元的黑龙江长营食品有限公
司，形成了产加销一体化的浆果产业
链，产品畅销海内外。

多年来，张秀林带领长营村党
总支、村委会埋头苦干，村集体经
济逐步发展壮大。1983 年承包政策
实施前就先后成立了运输队、制钉
厂、制筛厂、农机修配厂等村办企

业 。 改 革 开 放 后 又 陆 续 形 成 了 良
种、浆果、运输、奶牛、旅游 5 个
支 柱 产 业 ， 建 有 食 品 、 种 业 、 林
木、物流等企业和现代农业园区、
水稻高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等。

按照 1983 年至 2006 年间的政
策规定，村集体企业效益好，长营村
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其他成员分别奖
励利润额 10%的奖金，总计达 400 余
万元，但张秀林和其他村委成员分文
未取。与之对应的，长营村每年都从
村办企业上缴的利润中提取 60%的
资金按人口分给全体村民，长营村党
总支和村委会的“理念”是：城市有
的，长营村要有；城里职工享受到的，
长营村老百姓也要享受到。

聊起自己的村子，上海金山区
山阳镇东方村党支部书记张连忠最
感欣慰的是村民对东方村的归属感
——村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一呼即
应”。

东方村目前有 2000 多村民。在
每个月由张连忠主持的民情沟通会
上，不少人是放下田头的活儿赶来议
事的。这是一个人人都能说得上话
的平台，大家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只
为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村民眼里，张
连忠就是忙完农活准备回家时能在
村里路边撞见的一位“老邻居”。这
位“老邻居”爱和他们聊家事、侃大
山，这位“老邻居”“管得了村，乐得了
民”。

张连忠是土生土长的东方村人，
从最初开始当生产队记工员到现在

任村党支部书记的 30 多年里，他对
这片土地的了解与感情之深厚可以
想见。采访中，张连忠亲切地称村民
为“我们东方人”。

张连忠回忆起 2002 年东方村与
红旗村合并之初，“办事习惯、利益
归属等方面的磨合使当时两村百姓
以‘东方人’和‘红旗人’区分称
呼。”“并村不并心”让张连忠很忧
心 。 在 经 历 了 村 电 网 改 造 等 事 情
后，张连忠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只
有让村民知道村干部到底在做些什
么事，并且让他们也参与进来，他
们才会更支持我们；只有制定统一
规范科学的议事规则，村务才会有
序运作。”

于是，张连忠就酝酿发起了“民
情沟通日”活动，没想到这竟成了村

民眼里的一件大事情，从当初一年一
次发展到现在的月月举行。回想起
第一次“民情沟通日”，张连忠笑着
说，“那时心里有点没底啊！万一来
的人很多，万一有人情绪激动⋯⋯”
可是，没想到村民们既积极又真诚地
参加了沟通会。村民范友龙说，第一
次自己也是抱着来听听的心态参加
的。不少和老范一样的村民现在已
经成了每次民情会上雷打不动的座
上客，一些放不开家里孩子的甚至还

“拖儿带女”地来参与。
“沟通会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

管理的范畴，从前是我们向老百姓公
开事实，让他们知道两委班子平时究
竟在做些啥，现在是让老百姓向我们
敞开心扉，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心结是
啥。”张连忠说。

如今，在沟通会上，张连忠通报
完近阶段村里的主要工作后，就都是
村民们唱主角儿了。农龄统计、动迁
征地、医药费这些政策性问题，邻居
家里漏水闹矛盾这些琐事，统统拿到
台面上，村干部们说亮话，远近邻居
评公正——东方村的村民自治已经
有模有样。

张连忠想法多、落实快，经常会
结合实际开展各类群众性的活动，凝
聚人心，大到村里的环境改造，小到
组建村民乐队，只要村民在沟通会举
手赞成，张连忠都想办法一一促成。
记者了解到，东方村的村级趣味运动
会刚刚结束，“和美家庭”评选活动又
将展开。张连忠说，下次的沟通会上
村民要议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
事儿了。

黑龙江尚志市一面坡镇长营村村委会主任张秀林——

“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办”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臧 筠

上海金山区山阳镇东方村党支部书记张连忠——

察 民 情 聚 民 心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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