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和小兴安岭西南
边缘过渡地带，坐落着一座小城——望奎
县。当记者提出采访望奎县委书记顾百文
时，他只是平静地说：“我自己并没有做什
么，成为全国百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候选人
是党的培养、人民的信任。”

留住满城春

6 月，记者来到了这座小城。此时的
望奎草长莺飞，正值春夏之交。对于望奎
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留恋这个灿烂季节，
希望留在这美丽的“春天”里！

这个“春天”就是望奎县委、县政府出
台的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
的好政策。谈到这些好政策时，望奎县委
书记顾百文表示，望奎县企业规模小而杂，
如果能够引导这些中小企业转型实现网上
交易，将进一步带动望奎县创业热潮，从而
使全县经济得到健康快速发展。

起初，县委班子里有人不理解，觉得抓
大项目才是牵住牛鼻子，中小企业不必太
在意。顾百文耐心地对有此思想的同志摆
事实、讲道理，他作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
——“每家中小企业好比是一滴水，水多了
自然汇聚成海洋。”为此，县里在财力紧张
的情况下，硬是挤出 300 万元帮助 100 家
中小企业实现网上销售，建立了独立域名
的望奎电子商务平台。

针对中小企业办事难，县委常委每个
人都划定了自己的服务范围，为企业当起
了“保姆”。项目开工后，县里的建设项目
专项推进小组就进驻企业，由县委领导亲
自挂帅，限期办结。同时，推进小组从各单
位抽调科级干部派到企业驻场服务。一位
在望奎投资的温州客商说：“这里的投资环
境很好！只要发现有吃拿卡要或者推诿扯
皮的行为，可以直接向顾书记和县领导反
映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

带来满城绿

望奎县是产粮大县，每年秋收后田里
剩余的秸秆成了令农民头疼的老大难问
题。一面是清理的成本较高，另一面是政
府禁止随意焚烧，小小的秸秆问题在政府
和群众间砌起了一座无形隔阂的高墙。顾
百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次召开县委扩
大会议，找来专家、企业家和农民座谈，共
同商讨解决秸秆问题的对策。

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讨论时，
顾百文陷入深思：能不能变废为宝呢？要
是能利用上这些秸秆，不但帮助农民解决
了一个老大难问题，也能对县里经济起到

拉动作用。他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提出了
发展生物质发电的思路。对此，有人质疑
这会不会带来二次污染；有人则对这个项
目的前景表示担忧。顾百文将自己掌握的
国内外成功案例对与会者耐心讲解，终于
统一了意见。

最终，国能望奎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在
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来。记者在这家公司
里看到，黄色的秸秆被运进来后，经过处
理、焚烧等生产流程，很快转变为电能。企
业负责人介绍，公司每年可以实现产值 1.6
亿元，利税 1100 万元，而农民可以直接增
加收入近 2000 万元。顾百文并不满足于
经济账，他更关心的是另外一笔账：“这个
项目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 万吨，我们不
但在经济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生态
账上也是赢家！”

初尝甜头后，顾百文将望奎发展绿色
循环经济的思路提交至县委常委会讨论，
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他通过实地考察发
现，国能公司虽然可以利用秸秆发电，但是
发电产生的余热以及冷却水却无法得到处
理，只能白白浪费，能不能找到先进的技术
将它们利用起来呢？顾百文跑到北京、上
海等城市，终于成功引进了生物质发电余
热回收利用项目。这个项目利用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际先进技术将热水回收处理
后，通过管道卖给当地负责集中供热的公
司。这样一来，热力公司不但煤炭消耗减
少了，供热面积还扩大了 330万平方米。

通过摸索和创新，望奎县确定了以减
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原则的循环经济发
展思路。他们抓住被国家确定为国家级循
环经济试点县的有利契机，规划建设了 10

平方公里的西郊循环经济工业园。在这个
循环经济工业园，记者看到每个企业都能
与园区内其他企业形成吃配关系，生猪产
业链、玉米秸秆产业链、生物制药产业链等
都在园区内展现出勃勃生机。

带动满城新

望奎县厢红五村是顾百文帮扶的重点
村镇，这里离望奎县城不到一公里，看着眼
前宽阔的水泥路面和整齐划一的新居，让
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几年前这里的路还是
泥泞不堪的土路，房屋还是泥草房。有村
民告诉记者，顾书记时不时就来村里转转，
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看到村里房屋老旧，顾百文一面想办
法从财政上予以支持，另一方面鼓励村里
自己成立开发公司，自主建设新区，将新区
建设的利润用来补贴困难户购房。新区建
成后，没有一户村民因为经济原因没住上
楼房，同时村集体财政还有 400 万元盈
余。村民们露出笑脸，但顾百文却在思索，
可供开发的资源毕竟有限，如何能让农民
的收入保持持续性的增长呢？

经过与村党委集体研究，村里利用现
有养猪资源发展沼气、沼肥。通过不断摸
索和总结，目前这里形成了“猪-沼-菜-
厕”四位一体闭环式资源循环利用生产模
式，生产出来的沼气和有机肥除了满足村
里的正常农业生产需要外，还销往其它县
市，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双增长。
有一段时间，只要一开会，顾百文逢人就推
荐自己县里产的沼肥，大家都说他都快成

“魔怔”了！

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在全县开始推广，
累计达到 6000 多户，年产沼气 180 多万立
方米，优质沼肥 6 万多吨。谈到自己对厢
红五村的帮助时，顾百文笑着说，这是县、
村两级党委集体领导的结果，农民干得
好！不是哪个人的成绩！我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干事创业还是靠大家的努力！

近年来，望奎县委狠抓党风廉政建
设，先后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望奎县公安局
欠款 18 年不还、公安局长办公室超标等
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在顾百文的建议
下，县纪委建立起“一刊、一栏、一网、
一屏、一信”五位一体的宣传监督机制，
群众可以直接看到办事的责任人，遇到党
风廉政问题可以直接通过电话向纪委反
映，纪委定期发送廉政短信，这些举措构
建了社情民意多渠道反映、多媒体监督、
多途径解决的工作平台。

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衡量一位优秀县
委书记的尺子，而群众的分量有多重，是一
位优秀县委书记能否干好本职工作的前
提。在采访中，顾百文并不愿意过多谈论
自己，只想低调地、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
工作，为百姓谋福利，让百姓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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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邢台太行山区东麓深山中，有
一个叫王硇村的古老村落，现有完好的古
院落 130 余处，建筑面积 7.2 万平方米。王
硇村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古石楼，结构坚固，
一律红石砌墙，青瓦布顶，那些用丹霞岩红
石条垒砌的院墙最高可达 18 米。这里家
家墙体互联，院院暗道相通。抬头可见楼
顶雕楼上留有瞭望孔，一旦发现险情，石楼
内的人们会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转移。

如今的王硇村有 245 户人家，常住人
口 700 人左右。村民们骄傲地说起村庄
时，便会提起村党支部书记王现增。记
者日前走进王硇村，听这位中年汉子讲
述如何带领村民保护古老家园的故事。

排除万难 建设美丽家园

王现增是土生土长的王硇村人。听老
辈人讲，始祖原籍四川，因故被迫携家眷隐
匿到太行山荒山野谷里，劈坡造田，建起了
王硇村。所以，村子的建筑工艺，保留了南
北结合的特点。

王 硇 村 地 处 太 行 深 山 ，经 济 发 展 缓
慢。改革开放初期，村里青年人多数出去
打工。王现增为养家糊口，也曾外出做生
意。后来生活有了起色，东奔西走，看到资
源条件不比王硇村强的村，因为开发旅游
农民日子过得挺滋润，心里很羡慕。

王现增开始琢磨，我们村自然资源丰
富，古石楼也不比别处差，为何不去尝试发
展旅游呢？他告诉记者：“我保护古村落的
意识是从开发旅游开始的。乡党委和乡政
府得知后，对我大力支持。后来，我回村担
任了党支部书记，开始了对村中古石楼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就说修路，王硇

人自古以来脚下踩的是崎岖山道，要想富，
先修路。村里没钱，王现增就把存款和四
处筹借到的钱都用来修建了进村道路。

在对古石楼的保护上，王现增遇到的
挑战更大：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人心的
问题。改革开放前，乡亲们建不起新房，有
的石楼院居住着三四代人；改革开放后，手
中积攒下钱了，娶媳妇总得住间新房吧？
这时，村委会如果不给农户规划宅基地，他
们就得在原石楼院中翻建新房。可王硇村
四面是山，可供建房的新地皮不多，怎么
办？王现增说，“为保护和利用古石楼资
源，当然不能同意拆掉古石楼另建新房。”

当王现增把这个思路在群众中宣布
后，马上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反对。个别
人跑到他家责问说：“我们占的是自家院
子，犯法吗？”当时，王硇村古石楼还没有列
入政府保护项目，王现增说：“不违法，但咱

村儿的古石楼如果保护好了，开发成功了，
那可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代的好
事呀！”找他说事的乡亲说：“你说的事儿听
起来不赖，可万一搞不成呢？”

面对责难和非议，王现增没有退缩。
他说：“如果不坚持，用不了几年，家乡古石
楼就会变成一个模子脱出来的水泥盒子。
保护不好传统村落，村子留不住人，王硇村
就会变成空壳村，生态环境会遭到越来越
严重的破坏。将古村保护好了，不仅能挽
留住青山绿水，还会给乡亲们带来创业致
富的机遇。我岂能被眼前困难吓倒！”

同心协力 追梦路上不断前行

王 现 增 和 村 干 部 一 起 ， 心 往 一 块
想，劲往一处使。他们一边做群众思想
工作，一边全力以赴抓保护、谋发展、
搞开发。自 2011 年到 2014 年，先后建设

进村与景区道路 14.5 公里，修缮古房屋
3600 多平方米，引资开发了落凤山风景
旅 游 区 ； 到 2014 年 ， 先 后 栽 种 核 桃 树
2000 多亩，苹果树 300 多亩，绿化荒山
面积 1.2 平方公里；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还在柴关村进入王硇村的路口建
起了现代化新民居。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如今每天到王
硇村参观游玩的客人络绎不绝。村民们
种植的土特产品过去肩挑、驴驮到外面
也卖不出去；现在不用出村，就有游客
出高价买去。多家村民的古石楼旧院已
经 或 正 在 着 手 整 理 成 农 家 旅 馆 接 待 游
客，另有多家庄户饭店已开张待客。王
现增感慨地说：“经过 12 年对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开发，乡亲们从中看到了希望，
尝到了好处，得到了实惠，对我们的工
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王现增认识到，坚守古村落，就是要
留住“乡愁”，就是坚守承载在传统村落
上的优秀民族文化。保护好古村落任重道
远，仅仅是王硇村被评为历史文化名村和
传统村落还不够，周边还有很多古村庄，
也在逐年遭到破坏。他说：“不能光想自
己的村庄，其他村庄也得保护好，祖先留
下的文化不能在我们这儿破坏掉，我动员
其他村的干部对古村落进行立档，申报传
统古村落，使他们清楚了古村落保护的意
义和价值。”

王现增制定了王硇村旅游开发总体规
划的发展战略：做好“一村一田一山”的
文章；树立“太行川寨”的村落品牌；全
力打造“百面风情”的古村落旅游区，实
现产业和区域的联动发展。王现增想得很
远，他要走的路更远。

10多年来，王现增带领村民对古村落王硇村进行保护和开发——

就 是 要 留 住 乡 愁
本报记者 陈 颐

清晨 6 点，杜占钦
从 雷 达 站 宿 舍 里 走 出
来，太阳刚刚升起。置
身在海拔 2290 米的蛮
汉山顶，却无暇四顾青
山的薄雾缭绕，无暇纵
享青草的醉人芬芳，他
径直走到紧挨着宿舍的
设备机房，仔细巡视一
遍后，拿上检查单，沿
着曲折的楼梯来到雷达
天线塔顶。

作为民航内蒙古空
管分局蛮汉山雷达站副
站长，杜占钦的一天开
始了。雷达站职工的职
责就是 24 小时负责雷
达、甚高频设备的日常
维护和正常值班，及时
发现并处理突发情况和
设备故障，保障雷达、
甚高频的运行正常。每
天，他们至少要 8 次进
行这样的例行巡视。

蛮汉山属于典型高
原 气 候 ， 夏 季 雷 电 频
繁，冬季大雪封山，杜
占钦因此成了雷达站的

“全天候司机”。冬季换
班时，往往是铲雪车在
前面开路，拉水车和换
班车缓慢跟进。由于熟
练掌握了推土机、装载
机驾驶和保养技术，杜
占钦经常放弃休息时间
主动上山，为蛮汉山雷
达站运送水、粮食等生
活用品，接送值班人员
上下班。今年农历羊年
大年初一,大雪后上山道路结冰，部分积雪深达
1 米多，严重影响了雷达站的交接班和生活物资
的运输。当时正在休息的杜占钦二话不说，和其
他同志开上装载机和拉水车立即出发。经过 6 个
小时的努力，终于将通往雷达站的道路打通，保
证了雷达站的安全运行。

在这个远离大本营的深山里，雷达守望者不
仅要应对恶劣天气，还要修炼敢于担当的“大心
脏”——设备一旦被雷击中出现故障，就会影响
到北京大区及呼和浩特管制员对飞机的指挥，这
是极其危险的。为了防止雷电通过电缆对相关设
备的破坏，他们要在雷雨来临前，及时启动油机
供电。今年 4 月 2 日下午 13 时，蛮汉山雷达站两
路高压线相继中断。发现这一情况后，杜占钦一
边联系供电部门对线路抢修，一边紧急启动油机
为雷达站供电。由于天气恶劣，山路积雪，供电
部门无法上山，雷达站一时成为孤岛。杜占钦和
另外一名同事轮流守在油机房，时刻关注油机的
运行状态，确保油机的正常工作。在油机供电的
7 天里，他们坚守机房“阵地”，饿了就啃几口
馒头，困得不行就轮换着打个盹，终于迎来设备
正常运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杜占钦用满腔的热情、
充足的干劲，默默奉献在设备运行维护一线。自
2005 年蛮汉山雷达站投入运行以来，杜占钦勤
学好问，刻苦钻研，从设备安装到校飞全程参
与。基层台站人员编制少，杜占钦还承担台里的
财务及后勤工作，货比三家采买东西，还要发工
资、缴纳税费⋯⋯多年来，他带领大家克服重重
困难，圆满完成飞行保障任务，先后获得华北空
管局防雷保障先进个人和内蒙古空管分局“安康
杯”先进个人称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
曲坚守与奉献之歌。

民航内蒙古空管分局蛮汉山雷达站副站长杜占钦

：

坚守与奉献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刘锦星

日前，江苏省东海县黄川镇中心小学邀请公

安、卫生等部门的禁毒志愿者走进校园，向学生们

宣传毒品的危害，让学生远离毒品，乐享健康人

生。图为东海县黄川镇公安民警正在中心小学向

学生宣传毒品的危害。 张 玲摄

禁毒宣传进校园王现增和村民在一起

。本报记者

陈

颐
摄

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委书记顾百文：

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图① 望奎县街景。

图② 望奎县厢红五村新居。

图③ 顾百文（左）到企业调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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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