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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姚正在坐月子。7月13日，她生下一个女儿，可就
在7月10日，她还在微信里吆喝：这里有早上从高山上
摘回来的小番茄、农家带来的土鸡蛋，需要的加单啦。

她是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峰源乡库坑村的社区代
办员，也是村里的土特产网络推销员。她开了一家名
叫“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微店，店名虽文艺，卖的却是最
接地气儿的土特产——100元一只的放养在田里的麻
鸭，79元一只的家养土鸡，还有土灶蒸的千层糕、农家
土烘的笋干、自家种的香菇等。

别看李姚现在能脱口报出自己的微信号，一听就
是老跟人推销的，可她说，她是很偶然走上微商路的。

2014 年，库坑村创建 3A 级景区化示范村，民宿、
泳池、游步道、接待中心等配套设施相继动工，村里的
旅游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李姚辞去在杭州的工
作，回到家乡寻找机会。

2015年夏天，峰源乡纳凉避暑果蔬采摘节办得很
红火，李姚主动申请到接待中心静心阁当起“女掌
柜”。在与游客交流时，李姚推销起村里的土货、放养
的鸡鸭、散养的土猪、新鲜的蔬菜、可口的香菇以及各
式各样的干货。游客们被这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打
动，不光掏腰包购买，有的还加她为微信好友，还有的
帮她一起宣传。

这年8月，村里遭了台风，李姚姐姐种的大量茭白
被毁。为减少损失，一家人将茭白加工成了茭白干。
苦于销路的李姚想到了微信。她在朋友圈里发推广链
接，一个一个地发展客户，销量竟然还不错。李姚意识
到，在微信上卖东西是一条可行之路。

她是村里的便民中心代办员，经常帮助村民复印
文件、代缴水电费等，平日里就对全村农户家里的土货
情况进行过充分调查。“村里的土猪、鸡鸭、香菇等土货
品质特别好，高山蔬菜无污染，这都是纯天然的农产
品，我为什么不能帮着卖呢？”

2015 年 9 月，李姚创办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前
身“瑶瑶高山农产品”店，做起了微商。她将村民家里
各式各样的土货进行“包装”，拍照、修图、配字，再统一
进行推送。库坑村距市区有60多公里，李姚每周都坐
车到市区送货两三次，并记录客户反馈。

她发现客户很喜欢农家自制的食品，茭白干特别
受欢迎。“直到现在，还有顾客来咨询茭白干呢。”李姚
觉得自制产品应该成为小店的特色，之后又发展了土
灶蒸的千层糕、土灶烘的笋干等产品，很快得到了客户
的认可。

库坑村以中老年人为主，好东西虽多，却没人懂销
售。李姚利用自己熟悉村里人的优势，当起他们的“代
言人”，逐渐将村里的土猪、鸡、鸭、高山蔬菜纳入销售
范围，发展了 2000 多名忠实客户，平均每天营业额有
五六百元，最高的一个月卖了 2 万多元。现在村民有
需要销售的农产品都会跑去找她，多到几百斤的香菇，
少到几个鸡蛋，她都能以比市场价高的价格找到买
家。“谁让咱们的东西品质好呢？”李姚得意地说，“客户
就为买个放心，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2015 年 11 月，李姚怀孕了。由于身体等客观原
因，她搬到了城里居住，但卖土货的事业却没有放下。
她坚持每天更新高山蔬菜的最新情况，让客户看到蔬
菜在大自然里生长、采摘、运输的过程，一直到女儿出
生的前两天，她还跟着爱人一起去送货。

怀孕期间，李姚开始琢磨甜品制作。她购置了烤
箱、平底锅、打蛋器、量勺等，从网上找了做点心的攻
略，没多久就学会了慕斯蛋糕、布丁、西米露、糯米糍、
蛋包饭等点心的做法。“我打算开一个集乡村土货和各
式点心为一体的综合小店，等孩子大一点，就把怀孕期
间学会的手艺好好利用起来。做点心的材料都去村里
采购，用最好的土鸡蛋、面粉、水果，做最天然的点心。
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为村里其他农户的发展作出
力所能及的贡献。”李姚说。

帮乡亲们卖土货
本报记者 佘 颖

进入夏季，宁夏山川活泛了起来。中
部干旱带的香山地区硒砂瓜成熟了，漫山
遍野都是弯腰收获的瓜农。

100 万亩种植规模、全国著名西瓜品
牌、2008 年北京奥运会指定产品⋯⋯自
2006 年规模化种植以来，“香山硒砂瓜”
在各大城市畅销，帮助数万农民脱贫致
富。香山由昔日穷山僻壤变为远近闻名的
富民金山，硒砂瓜成为宁夏乃至西北脱贫
速度最快、致富效果最明显的优势特色产
业。这其中，农业银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金融支撑作用。“农业银行为农民”，以全
国劳动模范拓守峰为代表的农行基层员
工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为贫困地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作出了
重要贡献。

帮瓜农致富

从宁夏中卫市区隔着黄河南望，便能
看见香山。香山属于祁连山余脉，山大沟
深，原本是靠天吃饭的穷山。自2006年大
规模种植硒砂瓜以来，香山发展很快。
2011年，40岁的拓守峰担任农行中卫支行
常乐分理处主任，香山乡在其业务范围内。

拓守峰是个老农行，中等身材，面庞
坚毅，话语不多，自 1990 年参加工作以
来，一直在农业银行的基层网点工作。“当
时的情况是：瓜农亟需资金扩大种植规

模，但客户经理不敢放贷。因为前些年贫
困时，有些人借银行的钱不还，一些信贷
员因此受到单位处罚。”拓守峰向《经济日
报》记者介绍说。没有钱，就无法扩大规
模，难以致富，不少瓜农急得直蹦。拓守峰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果农业银行都不
为农民服务，那农民就没有办法了！”经过
缜密思考后，拓守峰帮助常乐分理处推出
了惠农卡，为农户积极投放小额贷款。

香 山 乡 是 硒 砂 瓜 的 主 产 区 ，当 地
2200 户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为发
放好贷款，拓守峰带领客户经理走村进
户、上山间压地头，实地调研当地硒砂瓜
种植及市场销售情况。贷款发放高峰期，
拓守峰和客户经理吃住在农民家，经常加
班到深夜，对客户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审
查审批，确保贷款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
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瓜农。罗泉村村民张广
升满意地说，“拓主任和我们就像一家人，
对我们农民既贴心又关心，到他那里贷
款，贷得及时，用得高兴，还得痛快”。

由于拓守峰他们前期调查工作认真
扎实，急需发展生产的农户都及时贷到了
款。扩大了规模、挣上了钱，大家还款也很
及时，香山地区欠贷风气得到改观。2011
年至 2013 年末，常乐分理处没有形成一
笔不良贷款，累计发放惠农卡3500张，小
额农户贷款授信 1689 户，授信金额 6000

余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硒砂瓜产业发
展壮大，使瓜农年收入由几万元增加到十
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助产业壮大

贷款放开了，产业做起来了，但流通
问题又来了。由于香山地区银行网点少，
农民与瓜贩都是现金交易，十分不方便。

“每次都要携带十几万元现金上山，既麻
烦又不安全。”重庆瓜商吴先生说。

经过向支行争取，2011 年 5 月，常乐
分理处在香山地区设立了一台自助存取
款一体机。对山里人而言，ATM机是个新
鲜玩意儿，很多人都不会用。于是，拓守峰
和两名客户经理分片包干：一路进村入户
宣传自助存取款机的好处，另外一路蹲守
在自助银行旁指导农民使用。

有了自动存取款机，农民办卡很踊跃。
但山区交通不便，农民到银行办卡路途远、
成本大。拓守峰便推行惠农卡批量开卡，率
先在中卫支行开展了惠农卡批量发行工
作，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农民的时间和
成本，得到高度赞扬。自助银行运营首日，
香山村瓜农金强第一个从三农金融服务点
拿到2万元贷款，他说，“仅贷款利息，我全
年就比其他涉农银行少支出800元”。

为方便大家交易，每年硒砂瓜销售旺
季，拓守峰还和两名客户经理背着装有无

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到硒砂瓜种植基地
巡回进行金融流通服务。如今，在拓守峰
力推下，网银、ATM、UTM 自助设备等支
付结算方式已在香山地区普及，极大方便
了硒砂瓜销售。

跟农民贴心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014 年，拓守峰
调至中卫支行兴仁分行任副行长。在当地
农民心目中，银行行长是个不小的官了，拓
守峰却不改本色，仍把自己当做一名信贷
员，常常扎在田间地头，一点架子都没有。

“老拓，你这是干啥去？”在兴仁镇，常
有熟识的乡亲和拓守峰打招呼。兴仁镇属
香山地区，是银川、陕北通往兰州的交通
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瓜贩在此集散。为
做好服务工作，拓守峰在兴仁镇和各村的
路口都喷绘了农行的广告，上面印有自己
的电话号码。在硒砂瓜种植季节，拓守峰
奔波在兴仁镇的各个村。“大家最近忙着
种瓜，得多走访几户，看看还有什么能帮
忙的！”拓守峰说。

一个瓜富了一座山。在香山地区，涌现
了一批富裕村，数万人脱贫致富，过上了小
康生活，香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据统
计，从2009年至今，仅拓守峰就累计为瓜
农办理“惠农卡”1.23万多张，发放农户小
额贷款3658户，授信金额达2.35亿元。

农 行 行 长 的 西 瓜 缘
本报记者 拓兆兵

湖南澧县澧澹街道办事处樟柳村 30 岁的村民宋
锋，去年3月起返乡租赁邻村土地30亩，种植具有较高
经济价值的瓜蒌。从瓜蒌目前的长势来看，预计每亩
可创直接效益 6000 元左右；进入盛期后，收益可稳定
在 1 万元左右。由于瓜蒌市场前景广阔，村里力争将
其打造成为造福一方百姓健康、带动一方村民致富、吸
引游客观赏采摘的新兴种植业。 柏依朴摄

返乡开辟致富路

照片里的他精瘦、黝黑、透出些
许干练，头发略显稀疏，眉眼里全是
藏不住的笑意、和善。

可现在，他已成为家人和群众心
中永远的思念。6 月 4 日上午，从河南
开封市小北岗街到开封市殡仪馆的沿
途，1000 多人自发前来含泪送别年仅
48 岁的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管委会原副主任王振立。

“救火队长”

6 月 2 日，开封市委、市政府督查
局作出决定：对在夷山大街北延项目
征收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予以全市
通报表扬。

夷山大街道路北延工程建设项目
是开封市 2016 年承诺的 10 件为民实事
之一，该项目最首要、最棘手的就是
马市街村土城房屋征收问题。

马市街村土城是开封典型的城中
村，地狭人多，商铺林立，房屋征收
难度可想而知。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
主任徐强请王振立去夷山大街北延道
路工程挑大梁，“他是公认的‘救火队
长’，总捡重担挑”。

4 月，王振立以示范区管委会副主
任的身份兼任夷山大街北延工程项目
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负责具体
工作。有人提醒他：“你这身体受得了
吗？都快 50 岁的人了，还有病，可不
比年轻的时候。”

王振立患有心脏病，在领导的再
三催促下，他前往医院治疗，医生建
议他做心脏支架手术。了解到术后至
少需要静养一个月，他沉默了很久。

“目前项目正在推进，关键时刻怎能休
息？”王振立放弃了手术，选择了保守
疗法。

项目建设动员会上，王振立的发
言铿锵有力：“夷山大街道路北延工程
是全市道路规划的大事，不能因为几
户群众而停滞，也不能让一户群众吃
亏！我们要依据政策，讲明事实、尊
重事实，做足准备，快速推进，让征
收工作公开、透明！”

那些日子，王振立和同事一起日
夜奋战。每天下午 5 点在指挥部召开
例 会 ， 每 一 户 的 情 况 、 每 一 家 的 意
见、每一份协议的签订，他都了解得
准确具体，对整个项目的推进心中有
数。不到一个月，项目部就开了 24 次
例会。

众志成城，金石为开。项目一期
工程自 4 月 14 日启动以来，涉及的 82
户被征收户全部拆除完毕。5 月 19 日
启动的二期征收工作，涉及被征收户
160 户，截至 6 月 1 日已签约 137 户。

“每年行程近 6 万公里,平均每天
100 多公里,天天在工地和村里转,几
乎每天都是一大早出来，半夜回家。”
同事刘先红红着眼说，“振立主任太累
了,10 分钟的车程他都能睡着”。

6 月 2 日凌晨，劳累过度的王振立
永远闭上了眼睛⋯⋯

心系群众

七朝都会，三千弱水，连天一碧。芳
树绕堤，彤云倒影，琼田蒸腾。开封西湖
的美景让人魂牵梦萦。

2012 年，王振立在担任运粮河组团
管委会主任期间，正赶上省市重点项
目——开封西湖建设项目全面展开，王振
立被指派担任野厂村征收工作负责人。

为做通被征收户思想工作，王振立和
同事们要到被征收户家里跑几趟甚至几
十趟。一双鞋穿成了“两截”，他自己却浑
然不知，在别人的提醒下才发现鞋子已露
出脚掌，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说这些天走
路怪不得劲哩。”

野厂村拆迁伊始，工作进展非常困
难。王振立要求工作人员每天凌晨 1 点
前交签订的协议书，汇总后要到凌晨两三
点；早上6点多，他又赶到岗位，开始新一
天的工作。

不到一年，王振立和同事们圆满完成
了开封西湖野厂村 1100 户、3800 余口
人、78 万平方米的房屋征收任务，为西湖
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振立出生在开封黄河滩区水稻乡
马头村，是农家子弟，对农民群众有深厚
的感情。谁有困难找到他，他都全力以
赴，从不推脱。

“党员干部，不是坐办公室里指挥谁
干这件事、安排谁干那件事，不是等着别
人拿来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拍板’。党
员就要为群众冲在最前头、干部就要为工

作先干一步！”王振立经常这样说。
王振立深爱着他所服务的人民。他

任新城办事处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
辖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去体检。“不论干
啥，都得先把群众的事弄好。”他不止一次
这样说。

新城办事处斗门村村民杨留成腿部
残疾，行走不便，住院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全家人急得团团转。听说能够申请大病
救助，可又不知该如何办理，杨留成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给王振立打了个电话。王
振立让杨留成把住院就诊票据找齐，帮助
他办妥了全部报销手续，让他顺利拿到了
大病救助款。

“王书记管我们斗门800多口人的大
事，连谁家的孩子上学、谁家的孩子当兵
也管。只要遇到难题，给他打一个电话，
他都会亲自跑⋯⋯他是钻到俺群众心眼
里的人，俺群众想的啥，他都知道。他说
的话，办的事，都让我们群众打心眼儿里
满意。”杨留成说。

一身正气

有亲戚来找王振立，想通过他的关系
沾点光，但他从来都是一句话：“只要我管
这一摊，你们啥好处也别想图、别想沾。”

2007年，开封对黏土砖窑厂进行集
中拆除整治，王振立二哥的砖窑在整治
之列。王振立一早就劝说二哥停了砖窑
的工作，可二哥不理解：“砖窑一天有上
万元的收入，全家十几口人都指望这生
活，能说拆就拆？”

拆窑那天，王振立一动不动地坐在挖
掘机旁，在二哥全家人的注视下，指挥着
推倒二哥家的砖窑。

此时，窑里还有正在烧制的砖坯。“就
不能等这批砖烧出来再拆？”二哥问。

“不能！”王振立说。
2004 年 2 月，王振立来到开封市郊

区邮电局任局长、党组书记。此时适逢
电信市场体制改革，郊区邮电局因底子
薄、债务重、负担重，上级电信部门不
予接收。

当时，处于市场夹缝和体制边缘的郊
区邮电局经营非常困难：130名在职职工
和 38 名退休职工没有工资保障；背有个
人集资款 400 万元、外欠单位 1300 多万
元的老债务；还有等待维修的落后老设
备，企业濒临倒闭。

王振立在任两年间，和大家一起努
力，发展了4000多个固话用户，清欠210
万元个人集资款，使邮电局走上良性发展
的轨道。

发展的势头有了，但职工的社会福利
还没有保障。退休职工侯秀云回忆说，

“王局长为我们的事情四处奔走，脚上磨
出了茧子，鞋底磨出了窟窿。大家为表心
意就你十块、我八块，凑钱给他买了个洗
脚盆和一双合脚的鞋子”。

在王振立的书房里，他的遗照端正地
摆放在书桌上，书桌的左下角放着一大一
小两个盒子，盒子里正是那个洗脚盆和那
双鞋子，鞋子一尘不染。“振立一次也没舍
得穿过。”妻子娄继香叹了口气。

侯秀云清楚地记得，当他们把这份礼
物送到王振立眼前时，他眼睛里闪着泪
光。“他收下了咱们这份心意。”侯秀云说。

2004年，王振立的母亲得了脑血栓，
被他接到家中照看。因为工作忙，王振立
经常工作到很晚，回家时如果看到母亲没
睡着，他一定会到母亲的房间陪她说说
话。如果母亲睡着了，他也会去看看她，
为她掖掖被角。

今年 3 月 22 日，王振立工作 29 年来
第一次请了假，因为女儿王俊城要进行研
究生面试。为能抽出时间陪伴她，王振立
加班加点，提前一周把工作都安排好。

“整天给我们娘俩只承诺不兑现，这
回他到北京陪我面试，让我很惊喜。”王俊
城说。

“我研究生考试前，天天忙工作的爸
爸像换了一个人。我政治经济学不好，爸
爸就买了一本书，每天晚上 10 点半在家
里和我视频，给我讲难点。”王俊城回忆
说，“知道我考上了研究生，爸爸很开心，
他说等我毕业时，一定会去参加毕业典
礼。但这个承诺无法实现了”。

“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受得住委
屈。”王振立经常这样说，也这样做。

捡重担挑的“救火队长”
——追记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原副主任王振立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 倩

▶ 王振立在办公室。
（资料图片）

▼ 王振立（左）组织
群众体检。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