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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最南端，雄伟的泰山北麓，古
老的齐长城下，一个曾经以采石为生的小
山村一跃成为山东省最美风情小镇。今年
春天，济南市乡村旅游现场会、济南市文
化产业现场会、济南市村支部书记培训班
相继在这里召开⋯⋯是什么让这个曾经
的红旗村再放光芒？土生土长的村民会告
诉你：“马套村能有今天，俺们的两任支部
书记功不可没。”

带领群众肩挑手抬、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平河造地、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建
成“全国绿化先进村”，说的是马套村前任
党支部书记孙士水。

改革创新、甘于奉献、善于管理、
懂得经营、抓经济、办实事，打造“省
级文明村”，说的是马套村现任党支部书
记肖舒荣。

2013年5月，怀揣着老书记“老一辈的
马套人太辛苦了，一定要让他们享上福”的
嘱托，49岁的肖舒荣接过了传承“诚信、奋
斗、实干、和谐”的马套精神的接力棒。

“百姓的难心事,就是我的
心头事”

马套村周围是连绵起伏的泰山山脉，
晴天里能看见远处山头的云雾缭绕，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使这里成为绝佳的茶叶
种植地。前些年，村里将茶叶作为农民增
收的突破口，种植到山坡上。每到采茶季
节，村里的妇女们都要早早起床，在天热
之前把茶叶采摘下来，再交到茶叶公司。
但因为种植规模小、销路不畅，茶农们曾
因卖不出茶叶而犯愁。“看着精心培育的
茶叶由嫩绿变黄，别提多心疼了！”茶农郭
家亮回忆说，那时从年头忙到年尾，辛苦
一年下来，除去种茶的费用，往往剩不下
几个子儿。因此，不少年富力强的人背井
离乡，进城或出国务工，村里留下不少孩
子。

“百姓的难心事,就是我的心头事，不
能让百姓的辛苦没有回报！”肖舒荣想扩
大种植规模，建茶厂。

可是，建茶厂没有钱怎么办？扩大种
植规模，没有地怎么办？发展茶产业也曾
引来百姓的不解，许多群众说，咱庄稼人
还是种地踏实，种什么茶叶！二组的个别
村民还想把已经流转出去的土地要回来。
肖舒荣耐心地给大伙一笔笔算账：“流转
一亩地有 1500 元收入，山坡地上种庄稼
除去各种成本后，每年收益最多才 800
元；妇女还能到茶厂打工，老人免费管饭，
孩子上学有补贴，怎么就想不开呢？”许多
群众犯嘀咕：“你当村干部时有这些收入，
你要是不干了呢？”“我不干了，以后的年
轻人只会越干越好！”肖舒荣这话说得信
心十足。

困难面前，党员干部必须走在前面。
肖舒荣率先拿出 15 万元，又号召村党支
部成员入股，先拿出自家的地进行土地流
转，成立茶叶合作社。2014 年 5 月，村里
投资 90 万元建设的茶叶加工车间投入使
用，还注册了“将军山”商标，解决了茶产
业的发展瓶颈，增加了集体收入。自此，马
套村走上了自产自销的路子，茶叶种植面
积由最初的十几亩发展到如今的 600 多
亩，并带动周边村形成了 1700 多亩的种
植规模，茶农收入翻了一番。“一亩茶、十
亩田”、“要想发家致富，先学种茶技术”，
成为如今马套村的流行语。

“有肉要先让给群众吃”

7000 余亩山场、19 万多株果树，森
林覆盖率 70%以上，20 多座水库塘坝、整
齐划一的村庄规划，这是老一辈马套人留
下的宝贵财富。有着丰富建筑经验的肖舒
荣，每年都挤出时间，自掏腰包外出学习
取经，上天津、下重庆、去沂南，看人家的
农村发展得咋个样？肖舒荣越看越觉得，
马套发展乡村旅游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
他的提议下，2014 年 8 月 15 日，村两委召
集全体党员及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发
展乡村旅游”提议。

发展乡村旅游遇到了资金问题。肖舒
荣和村两委干部拿出 15 万元入股，老支
书孙士水将自己的苹果园交给合作社建
采摘园。2015 年 5 月，村党支部吸引资金
105 万元和 33 户村民以闲置房屋入股，
成立将军山旅游度假专业合作社。村里采
取“村委会+专业种植合作社+村民股东”
的形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村民股东占
60%，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入股积极性。

“咱们书记这是咋了？怎么往人家村
里搬花、栽树，给外村干起活来？”2015 年
9月底，齐鲁 8号风情线路运营前夕，马套
村村民看到肖舒荣支援别村搞绿化，都在
悄悄议论。肖舒荣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但
心里更加亮堂：“一村富了不是富，8 号线
串起了一线六村，肯定会吸引更多的游
客！”果不其然，齐鲁 8 号风情线一炮打
响，带来了更多客源，短短一年时间，餐
饮、住宿纯收入 300 余万元。马套村“茶马
风情”特色乡村游更带动了茶厂的收入，
每年集体收入 80 万元左右，村民年人均
收入 3 万元以上。马套村乡村旅游的成功

经验，成为其他 5 个村的学习典范，肖舒
荣也被任命为齐鲁 8 号风情线路旅游开
发公司总经理。

在外乡人眼里，马套的村民真幸福
呀！这里的老人最受尊重，60 岁以上的老
人能享受免费体检和免费午餐，在中秋
节、春节，老人会分别收到 200 元的慰问
金及慰问品；这里的孩子享受关爱，全村
儿童可以在标准食堂吃上可口午饭；这里
的群众和党员最亲，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党员邻里守望服务队与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贫困户一对一帮扶。

在乡亲们眼里，肖舒荣就是个铁打的
汉子！他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围着村子转
一圈，看看施工场地、看看茶叶长势、看看
节点绿化。

肖舒荣患有胰腺炎，每天都靠注射胰
岛素维持血糖值。2015 年年底，正在写材
料的肖舒荣胰腺炎再次发作，刀割般的疼
痛让他无法忍受，手中的笔滑到了地上，
豆大的汗珠滴在稿纸上。疼痛难忍的肖舒
荣紧紧地攥着妻子的手，把她的手攥青
了、紫了、肿了，指甲抓进了皮肉，擦汗的
毛巾一遍遍地拧出水来。妻子说：“你光说
有肉要先让给群众吃，即使咬到手指头，
也不能喊疼，可你疼成这样，难道我就不
心疼？”肖舒荣还是不把自己的身体放在
心上，还没等好利索，就从医院悄悄跑回
村里。

“党员要把责任扛在肩上，
当支书一定要秉持公心”

马套村西的环村公路上有一盘正在

下的巨型风景象棋。与别的象棋不同，这
个棋盘上只有楚河，没有汉界。“这象征我
们团结一心、永远奋斗的支部班子。村子
的发展关键在党员和支部，党员要把责任
扛在肩上，当支书一定要秉持公心。”肖舒
荣说。

肖舒荣 16 岁便开始经商闯荡，自己
有一个花岗石加工企业，小日子过得很舒
坦。为腾出精力忙村务，上任伊始，他就把
自己每年盈利上百万元的企业交给别人
管理，仅此一项，他每年少收入 50 多万
元。党员捐款、资金入股、村里建设，他钱
拿得最多、拿得最快。据统计，肖舒荣上任
3 年来，已为村里垫付各类资金 300 余万
元。他实施“村党支部决策权、村代会决定
权、村委会执行权、监委会监督权”为主要
内容的“四权治村”，实行倒签字法，村里
3 万元以上项目纳入监督委员会，自己绝
不插手工程，将村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交
给群众。

“当干部就得吃亏、吃苦。”肖舒荣对
自己和两委干部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
说，村班子成员都是乡里乡亲，管理要靠
制度来约束。最近，村主任孙兆斌因为体
验区绿化工期延误，被罚了 1000 元钱，
还在马套村委微信群里被通报。孙兆斌
说：“这是与村支部签协议规定的，我心服
口服。”

肖舒荣深深懂得，党员和支部在百姓
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很多事情都是群众看
党员，党员看支部。今年 5 月的一天，有位
游客建议在采茶区增加纳凉设施，村里开
会通过后，马上从泰安买来 40 棵松树。肖
舒荣带着两委成员和工程队一起加班加
点，奋战一夜全部种好。第二天一早，一片
摇曳多姿、郁郁葱葱的松树林呈现在游客
面前。这就是马套速度！

马套村投资 80 多万元为村民建车
库，投资 20 多万元改造幼儿园，每年给幸
福院补贴 10 多万元。这件件办在群众心
坎上的实事，赢得了群众的夸赞。村委委
员兰相红说：“现如今，我们在村里当党
员，有归属感和荣誉感。”

今年初，村子里几个年轻人早早就把
入党申请书交到肖舒荣手里，跑到城里的
年轻人也纷纷回来了：建筑公司经理薛莉
莉和酒店经理刘晓芳，回村挑起了旅游合
作社的重担，山东大学的高材生张琳琳毕
业后回村担任了书记助理，高级茶艺师李
永玲回村担任茶叶种植技术顾问，山东交
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在村里开展
电商平台构建。年轻人才的回归，让马套
活力四射！

2012 年，村里决定修建马套广场，党
员们一致要求把一根 8.5 米高的石条电
线杆竖在广场上。那是 40 年前，党员干部
带着群众车拉人抬，奋斗了一个冬春，架
起的通往界首村的 58 根杆子中的一根。
这一根根马套人自己加工的电线杆架起
了通往山外的信号，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马
套人的艰苦创业历程。在肖舒荣的心中，
它犹如小康征程中的信念烛火，给予他岩
石般的坚定和力量⋯⋯

“当干部就得吃亏、吃苦”
——记山东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马套村党支部书记肖舒荣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李 娜

从新疆温宿县城出发，向北行驶 100
多公里，就到了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国家
级自然景区。山下，博孜墩柯尔克孜族乡

（以下简称“博孜墩乡”）130 多名村民组
成的马背宣讲队，常年跋山涉水，活跃在
大山深处，及时将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送到山中最远的牧民家里。

8 月的托木尔峰云雾缭绕，景色宜人。
20日，在博孜墩乡举办的第四届温宿天山
托木尔文化旅游节，让这里分外热闹。

在尤喀克买里村，57岁的马背宣讲队
员达吾提·沙吾提参加完政策法规宣讲培
训，就和宣讲队成员计划着下次要去宣讲
的地方。

“这次宣讲，除了带去政策，还要给他
们讲讲乡里旅游节的盛况，让他们放牛放
羊的时候也高兴高兴。”达吾提说。

博孜墩乡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
的边境乡。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广播
电视覆盖率低，加之当地牧民随季节变化
不断迁徙、转场，很难了解到外界的情况。

为解决宣讲“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014 年年底，经博孜墩乡乡政府和温宿
县人民政府批准，博孜墩乡马背宣讲队筹
备组成立。

“乡里选拔宣讲队员很严格，要能走
山路，马上功夫要过硬，身体要好，还
要能准确宣讲政策法规。”达吾提说，宣
讲队不仅挑人严格，挑马也很严格，马
必须有在牧区服役的经历，每次出发前
都要进行体检。

经过层层筛选，2015 年 7 月，130
名村民、民兵组成了马背宣讲队，开始
巡山宣讲。

“宣讲是我们的职责，看到牧民遇到
困难，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去帮助。”达吾
提说。

2016 年 3 月，达吾提和队员骑马前往
40 公里外的大峡谷牧民点进行宣讲。在
一处深 70 米左右的峡谷边上，碰到了正
在为困在谷里的 3 只羊而束手无策的达
尼尔·玉山。得知情况后，达吾提和队友们

解下随身携带的绳索连接起来，冒险下到
谷底救出被困的 3只羊。

在那次巡山宣讲过程中，牧民吐拉
浦·托克提和艾依提·巴克因游牧点草场
划分发生纠纷。“宣讲过程中遇到问题是
宣讲法规政策的最好时机。”达吾提向两
人讲解关于国家草场的法规政策和乡里
的《村民公约》，及时化解了这一纠纷。

“我们每月在全乡宣讲一次，每次 15
天，剩下的时间还要集中进行政策法规培
训。”达吾提指着挂在马鞍旁的灭火器说，

“除了宣讲员，我们还是消防员”。
2015 年 5 月的一天，阿克布拉克村一

处林带发生火灾。当地村民用水桶、铁锹
隔离着火点，花了 2 个多小时才扑灭大
火。火扑灭了，但由于没有灭火器材，林带
还是被烧毁 50 余米，直接财产损失达 2 万
元。后经消防部门调查，火灾起因是村民
吸烟后扔下的烟头。

这个烟头引发的火灾让达吾提很心
痛。他告诉记者：“我们不仅要宣讲好政策

法规，也要宣讲好消防知识，让村民懂得
防火、救火的常识。”

“生活在托木尔峰这么美丽的地方，
我们就要守护好这里。”达吾提说。

今年 3 月，宣讲队员依迪力·吐尼亚
孜骑马带着一个小分队绕托木尔峰巡逻。
当他们经过距离乡政府 50 公里一处废旧
的牧民羊圈时，发现周围有几处泥泞的脚
印。依迪力立刻将队员分散在牧民点周
围，自己带头进屋。依迪力说：“我们发现
里面有 200 个馕、20 公斤蔬菜，还有铁锹、
锄头等工具。当时，我们怀疑是不法分子
藏的。”

依迪力和队员通过走访，了解到附近
有一座废弃的煤矿，后经确认这是勘察资
源的工作人员留下的，他们这才放心了。

如今，达吾提和马背宣讲队经常骑马
穿梭在博孜墩乡 2000 多平方公里的山区
草场、100 多个放牧点，风餐露宿、顶风冒
雪，为牧民搭建起了一个畅通信息的温情
桥梁。

托 木 尔 峰 下 的 马 背 宣 讲 队
本报记者 马呈忠

36 岁的公正有个充满正能量的名字，从事的事业
也有着满满的正能量——他是北京市通州区综合应急
救援队教官，在汶川、玉树等灾区，在北京市内的紧急
突发事件现场，我们多次看到公正身着救援服的身影。

地震灾区，他从北京送去了一支车队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特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当时，公正刚从北京燃气集团离职。恰好，之前
相识的一位朋友说有一批救援物资需送往汶川灾区，
问公正是否愿意参与运送。

公正有赛车手执照，有丰富的自驾游经验，且熟悉
对讲应急通讯，就接下了这项特殊的任务，带领物流公
司的 11辆大货车向汶川运送救援物资。

秦岭路段有新旧两条路，新路平坦，实行交通管
制；老路艰险，但可以全天通行。为尽快抵达灾区，车
队不顾路险、余震不断，上了老路。有经验的老司机在
前面带路，年轻司机紧紧跟随。路很窄，又多是死弯，
硕大的牵引半挂车拐弯时，如同在悬崖上走钢丝，后面
的司机看得胆战心惊，腿肚子直哆嗦。

灾区地形复杂，交通环境恶劣。每过一座危桥，公
正都是提心吊胆，下来看着货车一辆辆安全驶过才长
舒一口气。

公正记得，车队刚进入广元时遇到一次余震，旁边
的电厂电线全断裂了。当时，车队正走在桥上，带着集
装箱的牵引半挂车像跳舞一样在桥上蹦。那车自重
15 吨左右，还有一车物资呢。他赶紧命令所有司机后
退，把车停到桥下安全地带。

车队一路涉险，把物资从广元、德阳、什邡送到了
北川，大家 18 个小时没吃一口饭。这支队伍也是唯一
一支从北京出发走陆路进川的车队，司机们平安完成
任务后钻到车下就睡。他们实在太累了。

公正永远也忘不了，灾民们看到他们送来救援物
资时那惊喜的眼神；他忘不了，一名护士接过他递上的
84 消毒液，哽咽着说：“进入灾区这几天，我都是用锅
煮医疗设备杀菌，终于能用上消毒液了。”

此后，公正又参加了玉树、彝良、雅安、庐山、鲁甸
的地震救援，运送救援物资、开展救援行动、建设救灾
机构临时联络处、建设灾民安置点、解决灾民的饮水安
全问题、开展救灾相关调研调查工作。在救援中，他多
次冒着余震爬上危楼，帮灾民寻找身份证、户口本、存
折和孩子的出生证明，从废墟里刨出粮食。

在灾区，有时公正一天也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
顿饭，但他没有渴、饿、困、累的感觉。“到处都是需要帮
助的人，根本停不下来。”公正说，“有一丝力气就想多
走一步路，多救一个人。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是疯子，其
实我只是爱惜生命”。

400 多场讲座，只为关键时刻能自救

公正曾做过 8 年的应急工作，这为日后的救援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他在以往的工作中见过不少房
倒屋塌的情况，但像灾区那样残酷地直面生死还是第
一次遇到。

“这种触动在我心里也是一场地震。”从汶川回来
半年后，公正突然意识到，逃避不是办法，“有些伤痛要
面对，才能战胜它”。

2010 年，公正专门从事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
和培训工作。他组建的应急救援队被北京市民政局、
地震局、民防局作为样板推广。2014 年，公正开始接
手管理北京市通州区综合应急救援队。

这些年，公正挽救过不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他
念念不忘的却是一次失败的经历。

2012 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公正得知，一个两岁多
的小男孩跌入朝阳区的一处空调井内。公正急忙驱车
赶到事发地点展开救援。这口空调井深 96 米，直径
40 厘米，里面有一根上水管，井下环境复杂。透过浑
浊的井水，水下摄影机拍到孩子停留在离地面 40 多米
的位置，已没有生命迹象。

这口井左侧 15 米处是条河，右侧是个高大建筑
物，上方是高压电线。吊车施工时，一旦钢丝绳断裂碰
到高压电线，在场的所有施救人员就有生命危险。

公正趴在井口想方案，并和大家讨论。第一个方
案不行，尝试第二个；第二个不行，尝试第三个⋯⋯救
援行动持续了四天三夜，公正 80 多个小时没合眼。他
两腿发软，天旋地转，视线模糊。

那次救援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公正愧疚至今。
“像地震那样的大灾难很少，我们面临更多的是生

活中的危险。大家应该把安全意识融入到生活中，时
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公正这些年看过许多不该发生的
悲剧，痛心不已。

为提高大众的安全意识，他一有机会就把多年总
结的危险防范知识和自救互救常识传授给大众。在学
校、厂矿的讲台上，公正不厌其烦地宣传防震减灾、防
火减灾知识：家中墙角处不要堆积或放置太多物品，以
便为地震逃生留出黄金三角带；柜子上不要过多放置
书籍或水缸，以免地震时躲在其一侧被坠物所伤；日常
要加强安全意识，注意查看家中最坚固的地点⋯⋯

类似的话反复讲了 400多场，可公正不觉得啰嗦，
“他们不用记住我是谁，但要记住我说了什么，关键时
刻这是能救命的”。

北京通州区综合应急救援队公正——

“就想多救一个人”
本报记者 佘 颖

▲ 肖舒荣（右）与

茶农交谈。 李 娜摄

▲ 马套村民居。

李 娜摄

◀ 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

在采茶。 李 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