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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五万困难户，六万七万刚起步，
十万二十万中等户，百八十万超百户”，这
是流传在辽宁省昌图县平安堡镇十里村
的一首民谣。村民们能过上这么富裕的
日子，多亏了村党支部书记马春利。他带
领群众持之以恒地奋斗了 15 年，把小小
胡萝卜发展成了富民的大产业，让十里村
成为名扬全国的胡萝卜生产专业村。

现 在 ，全 村 胡 萝 卜 种 植 面 积 8000
亩，村民纯收入的每 3 万元中，就有 2.3 万
元来自种植胡萝卜的收入；仅大棚一项，
固定资产总值就高达 1.2 亿元，户均 20 余
万元。

“拔穷根干部就要带头干”

1980 年，马春利以优异成绩考上了
昌图县唯一的重点高中。当时，这就意味
着迈入了大学的门槛，在全乡也没有几
个。“我高兴得一连几宿没睡好觉。”马春
利回忆说，“可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看到父
母愁眉不展，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咱家
实在供不起你念高中了，早点回家干活挣
钱吧。”老父亲长叹一声，使劲抽了几口老
旱烟。书念不成了，马春利偷偷哭了一
场。“一个穷字，毁了我的大学梦。穷根不
拔掉，就会有更多的农村娃念不起书，老
百姓的穷日子就没个头。”马春利从此立
下了脱贫致富的志向。

马春利念书是个好学生，持家更是一
把好手。他在自家养过种猪、办过牛场、
做过小买卖，凭着脑瓜活，肯吃苦，几年就
让家里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村里的
老支书发现马春利是棵好苗子，便着力培
养他。1993 年初，马春利被选调到全乡
后进的如意村任党支部书记。在如意村，
他带领村民建猪圈、办瓦场，用 6 年多时
间还清了村集体欠下的 50 多万元外债，
人均收入也在全乡冒了高。

在老家十里村村民的强烈要求下，
2000 年初，乡党委把马春利从如意村调
回十里村任村支书。十里村是全乡规模
最大的村，耕地过万亩，人口超两千，也是
当时最穷最乱的村，村集体欠外债 100多
万元。“决不让村民们失望。”马春利把致
富的责任扛在了肩头。

没有产业难脱贫，致富就要有顶门立
户的主导产业。十里村距离四平市仅 25
公里，交通方便，土地平整。村里有不少
人家种植豆角、胡萝卜等蔬菜，拿到四平
市场上去卖。这让马春利眼前一亮。他
决定到四平市场去看一看。2001 年早
春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马春利就带上
干粮，骑着摩托车，顶着寒风到四平跑早
市、赶夜市，整天在农贸市场转悠，详细了
解各种蔬菜的价格和销售情况。“胡萝卜
虽不是主菜，但销路不错，价格也不低，在
市场上很受青睐。”一连 20 多天，马春利
把市场摸了个透。

“把胡萝卜像种玉米那样种到大地
里，形成规模，收入不就上来了吗？”马春
利脑子里冒出了这样的想法。“习惯祖祖
辈辈种玉米的乡亲们，能接受种植胡萝卜
吗？”马春利心里还是没有底。为了拿捏
得更准，他又连着跑到长春、哈尔滨等更
大的农贸市场考察，发现在这些大城市，
胡萝卜更是紧俏货，而且，在整个东北地
区还没有大面积种植胡萝卜的区域。

就这样，十里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
业就定了种植胡萝卜。回到村里，马春利
立即召开村两委班子成员会议、村民大
会，把外出考察情况和大面积种植胡萝卜
的想法向大家全盘托出。“种那么多胡萝
卜，到时候卖给谁？”会场顿时炸开了锅，

说啥的都有。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要拔掉穷根，干部就得带头干。”马春利
当着全村党员干部的面当场表态，把自家
18亩责任田全部种上胡萝卜。

妻子胡淑荣得知后急了，“这 18 亩地
是全家人一年的指望，要是赔了，一家人
喝西北风啊”。她极力反对。“我是一家之
主，这胡萝卜是种定了。”结婚 10 多年，和
妻子从未红过脸的马春利，第一次跟媳妇
耍起了态度，把家里的 18 亩承包田全部
种上了胡萝卜。村里干部、党员和一些大
胆的村民见状，也跟着马春利冒险，拿出
部分承包田试种起了胡萝卜，全村种植面
积达到 1000亩。

到了收获时节，这 1000 亩胡萝卜给
人们带来了惊喜：胡萝卜平均亩产达到
2500 公斤，四平、长春等地来收购胡萝卜
的大车络绎不绝。胡萝卜每公斤卖到 1.4
元，一亩地纯收入 3000 元，是当时种玉
米收入的 6 倍。这下子群众全服气了，都
认为马春利这条致富路走对了。

“认准选对的致富路一走到底”

胡萝卜产业一炮打响。马春利带领
村两委班子，乘势而上，集中连片规划出
5000 亩胡萝卜产业基地，修通了田间作
业路，拉上电，打了井，裸地、地膜、竹棚一
起上。“这么大的开发工程，别说在我们
村，在全县也是独一无二。”提起当年的开
发规模，马春利很自豪。可天有不测风
云，发展胡萝卜产业也并非一路坦途。
2003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一场百年不遇
的风灾侵袭了胡萝卜产业基地，将 20 多
座新建的竹棚连根拔起。眼看到手的收
成被大风卷走了，村民们都对马春利使冷
眼。他强忍心中的委屈，坚定地想，“只有
迎难而上，才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于
是，马春利连夜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研
究决定由村里拿出 5 万元钱，帮助受灾的
群众修复大棚。不到 3 天时间，20 多个
大棚又重新建了起来，抢种上的第二茬胡
萝卜，产量也不低，还赶上了好价格，每公
斤卖到 2 元钱。刨去损失，每亩纯收入
5000 元，全村 5000 亩地胡萝卜纯收入
2500万元。

有了这次风灾的教训，马春利认识
到，发展使用周期长、抵御灾害能力
强、产量高、效益好的钢筋骨架大棚才
是硬道理。但钢筋骨架大棚投入大，每

个棚子投入在 1.5 万元，是竹棚成本的 3
倍。村里决定先在胡萝卜产业基地内建
300 个钢筋骨架大棚，共需资金 450 万
元。筹集这么大一笔资金成了最大的难
题。马春利和村组干部纷纷拿自家房屋
作抵押担保，在信用社贷款，才勉强凑
了 250 万元。就在心急如焚之际，马春
利突然想起曾来村里考察胡萝卜、有意
在村里建胡萝卜加工厂的抚顺富商刘老
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马春利去抚顺
找到刘老板，说明来意。刘老板见马春
利满嘴的泡，被他给老百姓办事的真情
深深打动，无偿借出 200 万元，村里的
300座钢筋骨架大棚如期建成。

截至今年，全村钢筋骨架大棚已发展
到 6000 座。这些年下来，十里村的村干
部累计为村民建棚担保贷款 2000 多万
元，仅马春利个人就担保了1000多万元。

闯过了风灾，解决了建棚缺口资金的
困难，一场更大的风险又向他们袭来。
2007 年秋天，市场上的胡萝卜价格一降
再降，每斤只能卖到一两毛钱，有人直接
让胡萝卜烂在地里。这时，人们开始怀疑
这项产业到底行不行，“以后不种了，宁可
收入少点，还是稳稳当当种玉米得了”。
有的人开始动摇了，改种玉米的呼声越来
越高，马春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这关键时刻，马春利暗暗告诫自
己：“一定要稳住神、把好舵，认准、选
对的致富路一走到底。大棚不能毁，产
业不能下。”马春利带头集思广益，研究
如何将胡萝卜产业做大做强、有效抵御
市场风险。他组织成立了十里村鸿参胡
萝卜种植专业合作社，实现了胡萝卜统
一购种、统一进肥、统一技术、统一管
理、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模式；选出
20 名善于营销的社员，带着销售卡，奔
赴全国各地寻找销路；在国家工商总局
注册了“参宝”牌商标，被国家农业部
确定为无公害蔬菜⋯⋯

受其它蔬菜反季上市的启示，马春利
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在村里修建
600 多个胡萝卜储窖、60 座冷库，一次性
储藏、制冷胡萝卜 1000 多万公斤，把销
售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年均
增收 400万元。一套“组合拳”下来，村里
的胡萝卜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
但名扬全国，还走出了国门，远销到俄罗
斯、日本、韩国等国家。

2010 年初，马春利利用产业优势吸

引富商投资 1 亿元，兴建康脉欣蔬菜制品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β-胡萝卜素和胡萝
卜功能饮料。相关工程建设因多种原因，
两度搁浅。期间，马春利 15 次跑抚顺，行
程超过万里，终于让项目顺利竣工。镇党
委书记朱永平说：“项目投产后，就地转化
胡萝卜 12 万吨，相当于 3 个十里村胡萝
卜的产量。”

“有一颗公心最重要”

“产业的发展壮大，最需要的是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有一颗公心最重要。”这是
马春利常说的话，也是他立下的为官之
道。这些年，十里村大棚建得铺天盖地，
这让一些人从中嗅到了商机。他们把十
里村当成一块肥肉，把马春利当成唐僧，
向他推销物资，找他做代理商的踏破门
槛。“我也是一大家人，儿子正在念书，家
里也需要钱。但我拿了这个钱，群众就会
怀疑我搞产业是为了捞钱。”在诱人的利
益面前，马春利不为所动，“失去了群众的
信任，就失去了民心，到头来胡萝卜产业
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样”。

10 多年来，经马春利手购进的建棚
物资都是货比三家，价格也是压到最低。
需要代理经销，都由合作社经办，家人、亲
属谁也别想沾他的光。别说代理商的钱
他 不 挣 ，就 是 应 该 得 的 钱 他 也 不 要 。
2001 年到 2005 年，开发性生产搞得一片
火红，县里、镇里为了鼓励各地开展开发
性生产，对村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制定
了一些奖励政策。按照政策规定，种胡萝
卜建棚这一项，马春利就应得奖金 10 多
万元，可他一分也没要。

马春利付出的是真情，收获的是信
任，树立的是威信。当十里村支书 15 年，
马春利经历了 5 届村“两委”换届选举，全
都满票当选，还被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

“辽宁好人”。

马春利任村党支书15年，让黑土生金，把小小胡萝卜发展成大产业——

群 众 不 富 心 不 甘
本报记者 张允强

▲ 马春利（右）查看胡萝卜长势。

◀ 马春利（右）查看胡萝卜收储。 张建利摄

2015 年 12 月 22 日晚上 7 点，寒风逼
人。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环卫女工蒋扣分
刚结束马路巡查，顾不上休息，便赶到邻
村的一户拆违对象家，做起了思想工作。

拆违、治超是城管工作的难点。据统
计，一年来，蒋扣分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同
事上门做相关思想工作上百次，经她说服
后的拆违成功率达 90%。蔡甸区城管委
书记涂前宾说，该区城管能够完成全年拆
违 2.5 万平方米的目标，离不开蒋扣分的
功劳。同事们戏称她是城管执法队的编
外“女政委”。

工作不能“扣分”

蒋扣分是一个喜欢把工作做到极致
的人。她常说，自己名字的寓意就是不能
被“扣分”。

刚参加工作到单位报到时，一位领导
点着她的名字说：蒋扣分这个名字好，时
刻提醒我们要好好工作，不要被扣分。领

导的一句玩笑话，却被她牢牢记在心里，
并暗下决心：有我蒋扣分，一定不扣分！

洗路作业中，最难清理的是路面油污
和刹车印，用水冲都不行。每天，在蒋扣
分负责巡查监管的 21 公里路段上，都能
看到她一只手用刷子蘸着洗衣粉一点点
地刷，另一只手用小铲子一点点地铲。虽
然这种办法辛苦，但确实管用，引得其他
环卫作业队纷纷效仿。

2012 年 10 月 24 日早上，淅淅沥沥地
下着小雨，蒋扣分像平常一样正在工作。
忽然，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达轰鸣声，
没等她反应过来，就被撞倒在地。醒来
时，她已在医院重症室的病床上躺了整整
三天。医生诊断，事故中她脑部受到严重
撞击，至少要静养半年。然而，18天后，倔
强的她就重返工作岗位。

在劳动中闪光

2006 年，为帮助农民解决就业问题，

蔡甸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到蒋扣分所在的
村里招聘环卫工人。很多人嫌脏嫌累怕
丢人，不愿意应聘，27 岁的蒋扣分却不顾
家庭的阻力，毅然报名当了一名环卫工
人。当时，丈夫说：“扫马路又累又危险，
不去行吗？”面对爱人的担心和不理解，蒋
扣分说：“当环卫工人不丢人，凭劳动吃
饭，心里踏实。”

后来，虽然家庭生活环境发生很大变
化，生活条件越发优越，她却始终坚守初
衷，在环卫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近 10年。

10 年来，蒋扣分每天工作至少 12 个
小时，日晒雨淋，风雨无阻。她坚持每天

上班比别人早到半小时，下班晚走半小
时，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工。

蒋扣分对工作一丝不苟，从一名普通
的环卫工人做起，现已成长为武汉市城管
委蔡甸区环卫所保洁公司副经理。2015
年 4 月 28 日，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蒋
扣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表彰。

在谈起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的感受
时，蒋扣分说：“当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时，我流下了眼泪。总书记的这些
话，说到了我们心坎里。人生的道路还很
长，我会让劳模精神在一线继续闪光。”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环卫女工蒋扣分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环卫女工蒋扣分：：

把平凡工作做到极致把平凡工作做到极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明桥郑明桥 通讯员通讯员 高高 池池

“How are you?”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Fine.Thank you.And you?”这是一群中老年

人七嘴八舌的声音，还有人似乎没有跟上节奏，咯咯地
笑起来。

自 2005 年底，不太熟练的英语和欢快的笑声就
经常出现在北京通州区中仓街道星河社区里。只要听
到这些声音，附近居民就知道，小刘老师又来教大家
上课了。小刘名叫刘志洋，今年 33 岁。从甘肃靖远
县农村考入一所师范院校英语专业毕业后，他一直在
北京追逐梦想。2005 年 8 月，他创办了北京崛起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从事翻译、语言培训以及中小学课
外辅导等项目。

那几年为迎接奥运会的召开，北京不少社区大妈
都在学英语。刘志洋感受到北京市民迎奥运学英语的
热情，便想利用自身优势，为社会做点事。那时，他的
公司刚刚起步，工作很忙，但他还是找到中仓街道星河
社区表达了自己的热望。社区老年人学英语难，有志
愿者义务教学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从此，刘志洋
带着他的教师团队在中仓街道星河社区开设了通州区
首家英语公益课堂，为社区的离退休人员提供免费英
语培训。一周上两次课，每次 1至 2小时。

转眼 9 年过去了，刘志洋依然对上课初期的情景
记忆犹新：每次来上课的人不少，可他刚讲一两句就总
有学员说，“学得太多了，领着我们多复习几遍吧”。有
的学员还经常拍着脑袋说：“不行了，上了年纪，记不住
东西了，学慢点儿，再学慢点儿吧。”

刘志洋这才意识到，学员中年龄最大的都 70 多岁
了，让他们记住枯燥的单词并准确发音难度不小。为
此，他没少下功夫琢磨怎样给老人制定课程。他将英
语单词和生活中实际运用的场景联系起来，用各种形
象的解释来加深他们的记忆。讲音标时，他利用归类
加联想的方式，将所有发这个音的英语单词连贯起来，
组合成一个故事，让学员在脑海中形成一幅画面，以便
让大家能够清晰地记住、准确地运用。老人们很快就
喜欢上小刘的课，学起来也很用心。

几年下来，老人们不仅掌握了英语的基本应用，还
用学到的英语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学员麦阿姨的女
儿在美国，她经常要给女儿邮寄包裹，跟刘志洋学了一
段时间英语后，麦阿姨就能自己填写英文包裹单了。
2013 年，学员李明星去美国旅游，在一个旅游景点和
旅游团走散了，又忘了导游的电话，她当时特别着急，
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用学过的英语问路，顺利找到
了导游。

英语公益课堂大受欢迎，刘志洋又将公益课堂逐
渐扩大到星河周边的社区街道办事处，也吸引越来越
多的志愿老师加入进来，甚至还请到了两位美籍志愿
者，给学员们讲授正宗的美式英语。2007 年，刘志洋
又大胆提出创建星河国际化社区的想法。社区的 31
栋楼 155 个楼门全部建成了中英文双语楼门，其中英
文的部分全部由刘志洋手写，小到一个钉子，大到一个
展板的摆设，都是他亲自动手，手磨出了茧子也没有一
句抱怨。

刘志洋义务教英语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居民纷
纷慕名而来。为将英语公益课堂扩大化，更好地服务
社区居民，星河社区在原来公益课堂的基础上成立了
集课堂授课、英语角对话交流、双语楼门文化建设等活
动于一体的“星河社区英语沙龙”，首创区级社区大课
堂，使社区的老年人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学、学有所用，
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

现在，不仅星河社区的老年人来学英语，朝阳区的
一些居民也专程赶来学。有的老年人从 2005 年开始
就跟随刘志洋学英语，不管冬天多冷、夏天多热，都骑
车赶很远的路，来这里学英语。刘志洋说，“我之所以
坚持从事公益事业这么多年，是因为老年人的求知欲
深深感动了我”。

刘志洋的心里装着社区居民，社区居民的心里也
装着他。有人曾问他：“你在社区授课这么多年，又没
有什么报酬，何苦在这儿受累啊？”他说：“作为社区的
一分子，我就是想为提高市民的外语水平做一点力所
能及的事儿，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北京通州区星河社区英语公

益课堂负责人刘志洋——

我教老人学英语
本报记者 佘 颖

刘志洋在教英语。 （资料图片）

蒋扣分在工作

。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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