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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踏上辽宁阜新的土地，正赶上
该市举行的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原
党支部书记董福财先进事迹报告会，其
儿子董伟朴实无华的话语令人印象深
刻：“父亲没给我留下财产，却教会了
我怎么做人，我要像他那样去认真做好
每一件事，以此告慰父亲。”

学习董福财，践诺干实事。阜新人
学习典型的态度，让人看到了这个转型
城市的精神底蕴及以此为底色的振兴未
来。

“我死了，把我埋在樟子
松林边”

谈起与董福财交往的经历，辽宁省
直机关工委驻北甸子村工作队队长张伟
说：“老董和他的生活环境总让我想起

‘樟子松’。”
樟子松是辽西北抗风固沙中担任主

角的树种，越是在风沙肆虐、干旱少雨
的恶劣环境下，越是长得郁郁葱葱。人
和树，董福财和樟子松，如此相似。董
福财生前说过：“如果我死了，就把我
埋在樟子松林边。”

早些年，政府部门提出北甸子村整
体搬迁，董福财说不：“国家只要给政
策，治沙我们自己能行！”沙里栽树难
度大，村民退却，董福财说不：“就是
剩下我一个人，也得治住这沙坨子！”
和他一起栽树，村民累得不行，栽树稍
有差池，董福财说不：“你这不是糊弄
我，是在糊弄子孙后代呀！”

这些“不”，有故土难离之情，更
多的是董福财做事严谨认真，生怕村民
对他的工作说“不”。他曾对村里的干
部说：“咱只要把栽树的头带好了，村
民就会跟着干，到那时绿树成荫，咱就
是头功！”

作为一名党员，董福财要求别人做
到的，自己先做到，村民最终信服了这
个“当家人”。在村民陈其华眼里，北
甸子村那一片片林子，无论东西瞅、南
北望还是斜着瞧，怎么看都成趟儿：

“老董要求严，栽树一定要栽出规矩。”
樟子松挺拔屹立。北甸子村的护林

员说，即使是成片樟子松林最边缘的几
棵树，也是任凭风吹沙打笔直往上长。
回忆起董福财，他还说：“董福财栽的
树也死，最开始成活率也就 30%，但他
补苗补得‘邪乎’，有时候补的树苗比
新栽的还要多！”

董福财把成活的樟子松当成“亲儿
子”来看待。每年火灾高发季节，董福
财总是第一个上山护林，特别是清明节
前后，他拿起铁锹，跟在一些烧纸钱的
村民后面，随时准备着把可能遗落的火
星埋起来。

董福财对待樟子松，有时比亲儿子
还“亲”。一次，儿子董伟养的牛跑进
了林地，被董福财发现了，他当时就急

了，狠狠地骂了董伟一顿。这之后，为
避免林子被牲畜啃食，董福财说服全村
人把牛羊圈养起来，还定下封山禁牧的
规矩。

董福财栽活了树，树和倔强的董福
财一起，迈过岁月，绿了沙坨子，白了少
年头。数十载如一日，董福财用铮铮铁
骨改写了北甸子村的发展过程，直至生
命的最后一刻。阜新市委书记张铁民
说：“阜新经济转型需要董福财式干部的
精神，来激励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别人等得起，咱可等不起”

在亲友的印象中，董福财一心忙于
村里的事，经常忘了家里。十多年前的
一个雨季，大雨把董福财家里的马棚冲
垮了，砸死了马，女儿几次到村部去找
他都没找着。其他村干部说，你爸上镇
上跑修路的事去了！实在找不到他，董
福财的几个兄弟帮助把马处理掉了。董
福财后来又买来的马叫“大傻子”，有
劲，能干。妻子刘玉莲曾和董福财打趣
说：“咱家这马和你一个性格！”

在村民的眼中，董福财有时真的是
冒“傻气”。村民李树国回忆说：“就说
给村里修路这件事吧，再等上几年政府
实施‘村村通’也就给修了。可老董
说，别人等得起，咱可等不起，咱要尽
快改变咱村的面貌⋯⋯”

村民认为董福财冒“傻气”是有原
因的——三面环沙的北甸子村本没有
路，人畜车都是沙里行，村东面距镇里
虽不过 6 公里，但中间有一个 100 多米
高的巨大沙丘，村民去镇上办事，孩子
去镇里上学，都得绕着走，时间长了也
就习惯了。

董福财却“敢教日月换新天”，那
股执着的傻劲转化成了“愚公移山”的
行动。“民事不可缓”，董福财太了解憋
了几十年的村民的心情了。

村民邢守林回忆说，老董遇到难事
一般不吱声，就拿挪沙丘这事来说，他
是第一个赶着马车出工的。对此，马
家、好宝起两个屯的几户村民也印象深
刻，因为离镇里近些，他们对出义务工
有抵触，董福财就白天辛苦干活，晚上
找他们做通了工作。

就这样，全村老少齐上阵，手担肩
扛，马拉人拽，硬是把压在村民心头的
沙丘移走了。瘦了一圈的董福财鼓励村
民：“看见没，没啥难的，人心齐，泰
山移！”

困难面前的董福财，不怕苦不怕
累，总是那么乐观。村民费占军至今
时常想起董福财：“那时拉沙子工程量
非常大，我家的马有些吃不住劲了，
董福财上前一把拽住车辕子帮忙，结
果被马抬腿踢倒，他爬起来继续拉，
可没走几步，一头栽倒，不得不被送
到医院⋯⋯”

这头董福财住进了医院，那头挪沙
丘的收尾工作快马加鞭。乡亲们疼在心
里：老董为啥，还不是为了尽快修成咱
村通往外界的“天路”！

沙丘移走了，“天路”修成了，村
民欢呼雀跃。

2003 年夏天，当地不多见的大雨
把路面冲出了豁子。董福财赶着他的
马，叫上几个人，到一里地以外的地方
挖来草皮子，一股脑地填到豁口上，填

上就冲跑了，冲跑了再填，直至豁口被
堵住⋯⋯

董福财傻吗？北甸子人说“不”。一
直在北甸子村教书的闫振辉说：“要是没
有董书记，村里可成不了今天这样！”

“俯首甘为孺子牛”

北甸子村有养牛的传统。耕牛任劳
任怨，默默无闻，不求所得，甘愿奉
献，恰如北甸子人的性格。董福财文化
不高，却记得鲁迅先生的那句“俯首甘
为孺子牛”。

在北甸子村把养牛做成产业，是董
福财一手张罗起来的。如今在当地已是
养牛大户、开着越野车买牛的王辉感触
颇深，15年前，没技术没经验更没资金
的王辉，是在董福财的帮助下，成为今
天的“牛人”。

在帮助王辉的同时，董福财还帮助
很多村民。他把自己家养牛的事放下
了，跑贷款、选良种、找信息，比自己
养牛还上心。他对村民说：“咱得把这
养牛做成产业，搞集中规模饲养，散放
祸害树，卖价也上不去！”

这个“老黄牛”把村民带上了致富
路，唯独忘了自己。养牛大户李万权
说，董书记要是一直养牛，早发家了。

董福财走了，村民像是失去了自己
的亲人。亲人之间虽也磕磕绊绊，但亲
情常驻心中。

时至今日，村民闫明哲还记得，5 年
前，他要在自家旁边的 10 亩地上建畜牧
交易市场，董福财不让，而是另批 50 亩
地给他，两人闹得不欢而散。现在想起
这事，闫明哲说：“如果当初选那 10 亩
地，手脚就被‘捆’住了，现在这 50 亩地
咋干咋有理，董书记看得远，也敢当家！”

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与“争吵”中，北
甸子村富了。2014 年，北甸子村人均纯
收入 9700 元，比 2000 年增加了近 8 倍，
仅养殖业一项人均增收 4000元。

富起来的村民想着董福财，再想和
他“吵”两句的时候，就到他的墓碑

旁，和他唠唠知心话，可只有樟子松在
风中呜呜作响，好像在替董福财作答。

“ 定 了 的 事 ， 就 要 带 头
干，差一点都不行”

董福财得的是肝病，早前少有人知
道他病得如此严重。摸着董福财腹部肿
块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病不是
一天两天了，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即便是这样，董福财也是身体稍有
好转就赶到村部。

自打当上村党支部书记那天起，他
就对支部 20 多名党员提出，遇事党员
要冲在前、打出样、有公心。近年来，
村里又发展了七八名年轻党员。

好书记带出好队伍。在北甸子人的
印象中，党员就是带领大家一直栽树、
修路、共同致富的那群人。而党员们则
说：“董书记虽然走了，但我们也要像
他一样，为村里多作贡献！”

作为一名党员，董福财大公无私，
严于律己。儿子工作的事他不管，女儿
盖房子用树他不批，兄弟几个和他一起
少分地，借不上一点光；而困难家庭没
钱过年他给，鳏寡孤独老人盖房子他
帮，早些年村里老人去世都是他和“大
傻子”去送⋯⋯

村里一名党员说，老书记威望高，
但从不搞“一言堂”，党支部定事，向
来是谁说得对就听谁的。董福财常说：

“定了的事，就必须认真带头干，差一
点都不行！”

生命已逝，精神长存。回忆董福
财生前事迹，仍有说不完的感动。他
把“为人民服务”深深刻进骨子里，
生长出令阜新人乃至更多人学习的精
神。这些，也许是董福财生前不曾想
过的。

董福财用一生奉献定格自己樟子
松的形象：越是在风沙肆虐、干旱少
雨 的 恶 劣 环 境 下 ， 越 是 长 得 郁 郁 葱
葱、挺拔直立。

扎 根 沙 漠 的“ 樟 子 松 ”
——回访“治沙英雄”董福财生前事迹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张 健

本报 6月 15日刊发的人物通

讯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

北甸子村原党支部书记董福财：

四十载圆了三个梦》，在辽宁省阜

新市引起强烈反响。结合正在开

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及辽

宁省委关于“学讲话、讲诚信、

懂规矩、守纪律、鼓士气、促振

兴”的大学习大讨论，阜新市把

学习董福财同志闪光精神作为推

进转型发展的原动力。

董福财走了，却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产。连日来，在辽宁阜

新，“治沙英雄”、彰武县阿尔乡

镇北甸子村原党支部书记董福

财，成为这座城市鼓舞时代精

神、凝聚向上力量的榜样。

题 记

毅然决然地把造林固沙这副沉甸甸

的担子扛在肩上，一步一个脚印，带领乡

亲们实现治沙梦、筑路梦、致富梦。辽宁

省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原党支部书

记董福财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党员自

己带头、努力奋斗，就能拉近党员与群众

的距离，就能成就党和人民的事业。

40 余年如一日奋斗在艰苦的治沙

战线上，为老百姓把一生交给了治沙

事业，这份担当，来自于他始终牢记

自己入党时的誓言，视党和人民的事

业为生命，信念坚定，心系群众，坚

韧不拔，在本职岗位上不懈追求着改

变家乡面貌的梦想，带领全村百姓治

沙筑路奔幸福。

与荒漠抗争了数十年，使北甸子村

森林覆盖率达到 48%，生态环境得到根

本性的改善。董福财以一代人的青春和

生命，换来了如今的满眼绿色。这份担

当，还来自于他勇敢面对困难，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不屈不挠誓要创造新业绩

的勇气和魄力。

2003 年，群众期盼多年的“天路”全

线通车时，我们看到他身上那份为百姓

锲而不舍、奋斗不息的担当。这份担当

是努力拼搏，是坚持不懈，是始终保持昂

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执着的

精神谋求新出路，实现新突破。

董福财所展现出来的担当精神，还

在于他艰苦创业、造福于民的勤勉干劲；

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公仆情怀。40 多

年的努力，董福财圆了“三个梦”，也证实

了群众是多么的拥护和爱戴一位能为他

们担当的党员干部。

有担当的基层干部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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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董福财（右）带志愿者参观。

图② 董福财（右）和老伴在一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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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说，俺家这事儿可怎
么办啊？”

“ 老 哥 ， 你 先 别 急 ， 慢 慢
说。”

一大清早，记者在山东省莱
芜市凤城街道叶家庄村调解委员
会见到“全国人民调解能手”时
向菊时，一位老大爷正坐在她对
面诉苦，他身边两个 40 岁左右
的中年男子面露尴尬，咬着嘴唇
不说话。原来，这是父子三人。
老人的旧房要拆迁，能换到两套
新房，两个儿子本该一人一套，
可大儿子的儿子成年了，怕娶媳
妇时没地方住，就想多要一套
房，把钱补给老二，可老二不同
意。老父亲夹在中间很为难，既
心疼大孙子，又舍不得二儿子，
一家人谈了好几次谈不拢，就来
找时向菊了。

听完老人的讲述，时向菊
先是笑着请老人家喝茶，接着
跟两兄弟拉起了家常。两兄弟
虽然不是很高兴，倒是有问必
答。得知老二家的是女孩，年
纪还小，时向菊顺势做起了老
二的工作，“你闺女还小，暂时
也不考虑结婚，大侄子倒是该
找对象了。你这个做叔叔的该
不该帮衬帮衬？回头有别的机
会，全家再让给你呗。”

时向菊说了半天，老人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松口，走
时只答应回去“寻思寻思”。“今天的调解不是很成
功。”时向菊并不气馁，“这事儿不容易，改天上他们家
去！”

处理这些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时向菊有的是耐
心，这是 20 多年的调解工作磨出来的，尤其是涉及拆
迁的调解工作，更考验智慧和耐心。叶家庄村有 780
户、2030 口人，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2000 年，因为
道路改造，村里有 41 户需要拆迁。在当时，一说拆
迁，别说群众想不通，连干部都怵得慌。拆迁工作还没
开始，村党支部书记就辞职了，另一名支部委员也因病
请了长假，党支部就剩时向菊。她多次跟村两委成员和
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开会座谈，反复做工作。一开
始，两人一组包一户，谈了半个月，效果也不理想。时
向菊看着着急，找要好的村民谈心，询问他们的真实想
法。第二天，她向工作组建议，一户一户突击，只要户
主答应，大家就帮忙搬家。拿下第一户后，随后的工作
就顺利多了，最终 41户用了两个月全部完成。

隔了两年，村里因为修路，又有 13 户要拆迁。村
干部和工作组做了很多工作，效果都不理想。一次交谈
中，有个户主跟时向菊交底说，“俺知道拆迁谁也挡不
住，可俺要是先拆了，别人会说风凉话，俺带了头肯定
就比人家付出多。”时向菊听出来了，这是想要点补
偿，所以她向工作组建议，凡是带头拆迁的多给 100元
奖励。有了这一条，拆迁进行得很顺利。奖励带头拆迁
户的做法也为以后各单位的拆迁工作提供了经验。

忆起当年，时向菊很感慨，“一天一身汗，一天一
身灰也就罢了，还经常一天一肚子气。可转念一想，现
在的政策好，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净办好事，俺就得扎扎
实实地落实好上级的意图，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20多年来，经她调解的纠纷300多起，没有一起引
起矛盾激化，时向菊也成了村民的知心大姐。“有时候走
在路上，好多不认识的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说你不就
是那年给俺办案子的时大姐么？”时向菊笑着说，“听到
这个，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2013 年，时向菊获得“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
号，她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莱芜重视调解工作、创新调
解机制。在莱芜，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信
访调解形成联动机制，各个基层调解组织之间也实现上
下联动、资源融合，这种各部门相互衔接的“大调解”
机制大大提高了矛盾纠纷调处效能。2014 年 3 月，莱
芜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建立基层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奖励
机制的实施办法》，对基层人民调解员实行案件补贴和
工作奖励。这笔经费列入各区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
用，大大提高了全市 5000 多名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工作
积极性。

今年 4 月时向菊就该退休了。不过，她不打算真
“休息”。她说，“我永远不会退休。现在莱芜对调解工
作这么重视，正是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调解员大显身手的
时候。只要村里人还来找我，信得过我，我就要帮他们
做好‘减压阀’！”

时向菊（左二）在进行调解。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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