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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武清区河西务镇三街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旗——

三 街 村 的 好 当 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初到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三街
村，宽阔平坦的街道和清新整洁的房舍
令人印象深刻。深入村民田舍中采访，
感受到回汉群众团结互助、富裕安宁的
生活，村中的和谐氛围描绘着武清城郊
新农村的美好画面。这是村党支部书
记王洪旗带领村民共同勾勒出来的。

让土地活起来

三街村不大，125户，490口人。今
年54岁的王洪旗有着24年党龄，是三街
村土生土长的回族村干部。王洪旗自
1993年4月份任村委会主任后，尽自己
最大努力为村民办事。2001年4月份，
王洪旗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责任更大，担
子更重了。他深知，如果要让三街村富
起来，让百姓生活好起来，他作为全村的
主心骨，必须付出更多心血和汗水。

三街村耕地少，只有 400 亩，近的
被镇区包围，远的离家一二十里，生产
劳作很不方便，加上大部分村民以做生
意为主、种地为辅，村里仅有的这几百
亩土地大多无人耕种。王洪旗琢磨，地
虽不多，但也不能荒着。乡亲们虽不是
在土里刨金，但如果利用这些土地获得
更多收益岂不是更好？于是，他开始调
研分析土地的分布情况，做起了土地使
用权流转这篇大文章。

没过多久，村委会组织召开了部分
土地使用权流转村民代表大会。会上，
王洪旗给村民们详细分析了村里土地
分布和使用情况，提出了三项土地流转
途径：转、租、自用。其一，三街村靠近
河西务中心街区，村里部分土地被纳入
镇区整体规划建设之中，村里可将这部
分土地转让给政府；其二，村里土地分
布不均匀，可以把离家较远的这部分耕
地转让给其他村街；其三，将剩下离家
近、富饶的好地分到各户。这种集中综
合利用土地的方式既可以避免资源浪
费，为群众增加收益，又为经商户松了
绑，可谓一举三得。

方案提出后，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
赞同。有村民提出，别的村都在卖地，
收益又快又多，凭什么我们要租出去，
拿的钱又少又费事，还不如卖了算了。
听到村民们的质疑，王洪旗挨家挨户耐
心讲解劝说：“现在把地都卖掉是可以
得到一时的收益，但大伙儿有没有想过
子孙后代怎么办？我们要为孩子们留
条后路。现在把土地租出去，几十年期
限一过，地还是咱的。大家一定要算清
这笔账啊！”听了他的分析，村民们心服
口服，纷纷签字同意流转土地。流转措
施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后，王洪旗和
村委会一班人又开始为转让出租的农
户“牵线搭桥”。自此，三街村的土地流
转踏上了合理规划的道路，每年可以为

村集体创收17万元。
为了增加村民收入，王洪旗可是想

了不少招。三街村靠近镇区中心，这对
于经商来说十分有利。村里很多人有
经商念头，但苦于没有资金，村民们希
望村里帮助解决资金问题。“为百姓解
决问题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王洪旗
带着对群众的承诺，跑供销社，去农行，
到邮政储蓄所，不辞辛劳地为群众申请
小额贷款。

让制度立起来

若问三街村任何一位村民，村里什
么地方最显眼？答案一定是村委会正
门对面的大公告牌，村里无论发生什么
大事小情，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布在这
里。这个大牌子是王洪旗和村“两委”
班子实行村务公开的真实反映。这些
年，对于村里打井办电、出让土地、整治
街道等村务，村委会决策前必须挨家挨
户通知，听取意见，之后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讨论，每家都有代表参加。通过群
众参与、讨论和协商，村民会对这些事
情有更全面的认识。

只要干部出于公心，任何事情都不
必瞒着盖着，知道的人越多，事情反而
越好办。为了不使村民对村里财务状
况等敏感问题产生怀疑，王洪旗和村干
部印制了“明白纸”，逐一分条、分项填
写，送到每家每户。有一回，有人议论
村里的钱不知道都用到哪了，是不是都
进了王洪旗的腰包？听到这样的谣言，
王洪旗没有生气，反而思考其中的缘由
和解决办法。百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说法？归根到底是信息不公开造成

的。改，一定要改。如今，三街村的村
务信息公开透明，并且为进一步消除群
众对村里财务的疑虑，现金全部由镇统
一代管，干部的报酬也由财政转移支
付，不从村里直接拿一分钱。兴办公益
事业等一律通过“一事一议”的程序决
定。村民的质疑声少了，村里的各项工
作也越来越顺畅有序。

在王洪旗担任三街村党支部书记的
十几年里，他一直奉行“以德治村”原
则。他常说，要服人，先服心，一味地压
制，不能服众，还会适得其反。在2009
年的街道整改过程中，有的村民为获得
更多利益，对违章建筑硬是不予拆除。
面对这种情况，王洪旗带领下的村“两
委”班子成员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而是白
天修路干活，晚上挨家挨户走访，与百姓
拉家常，谈村子未来发展，真诚做“钉子
户”的工作。看到王洪旗和村干部顶着
炎炎烈日，辛苦地在工地劳作，村民们无
不动容。大家明白王洪旗的苦心后，不
仅支持拆除违章建筑，还在工程队经过
自家门口时，送上茶水饮料、防暑药品。

让村子稳起来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
生活方式。三街村是一个回、汉共处的
民族村，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也常常会
引起误会和摩擦。作为一名回族干部，
从上任那天起，王洪旗就将“村里安宁
和谐、村民亲如一家”当成干好村里当
家人的重要目标。

王洪旗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村里
一名回族群众和一名汉族群众因言语
不和产生矛盾，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曾

一度闹到镇政府，扬言要告到区政府。
如若照此发展，事态将越发严重，甚至
可能会由两个人的矛盾演变成两个民
族间的矛盾。想到这些，王洪旗主动找
到两家人，问清原因，并多次上门劝说
调解，终于将矛盾化解。像这种矛盾
深、言行激烈的大小争端，王洪旗化解
了十几件，维护了三街村的和谐稳定。

王洪旗说：“群众选我们当干部是
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就要用手中的权力
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村里的输电线
路级别偏低，一到用电高峰就停电，尤
其是夏天，只要一停电，家家户户都要
受暑热煎熬。为此，他不知跑了多少趟
供电公司，最终为村里新增一台100千
瓦的变压器，完成低压线路改造，解决
了群众用电紧张问题。村里农田灌溉
系统不健全，每到给麦子、玉米浇水时，
大家就排起长队等候。为解决这个问
题，村里多方筹资 20多万元，打了 8眼
灌溉井供村里农户使用。这些关乎村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王洪旗都记在心
里。为彻底改善村容村貌、美化环境卫
生，他带领村干部将大街小巷全部铺砖
硬化，安上路灯，并配齐垃圾箱、清洁
工；改造村里的土厕所，其中90％以上
的农户用上了冲水厕所；给每户门前建
造花坛，栽花种草……一项项举措，让
三街村这个昔日“破集烂镇”变成了环
境优美的花园样板村。

十几年里，王洪旗带领村委会干
部，团结全村群众，齐心协力，开辟出一
条符合村里实际发展的新路，为百姓创
造出和谐康乐的生活环境，使全村面貌
焕然一新。去年，王洪旗当选党的十九
大代表。

“我的好闺女，你又来看
我们了，快快快，屋里暖和暖
和……”今年 1 月 3 日，山东
无棣县信阳镇敬老院里的老
人们很激动：县慈善义工协
会会长郭香带领她的慈善义
工队伍又来看望他们了，还
带来了油米面等生活用品。
在老人们眼里，郭香就像他
们的亲闺女一样。

今年 46 岁的郭香在无
棣县小有名气。熟悉她的
人，无论长幼，一见面都习惯
称她为“香姐”。这倒不是因
为郭香年龄大，而是因为郭
香的爱心善举在人们心中已
经筑起了崇高地位。

事实上，郭香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一名下岗职工
一步步走来，从军人服务社、
劳保用品门店做起，历经十
几年艰苦创业，才成就了今
天的慈善事业。创业的艰辛
使她深深体会到雪中送炭的
温暖。“我当时就下决心，一
定要感恩社会，尽己所能帮
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郭香
说，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
她帮助别人从不贪大冒进，
而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扶危济困成了郭香的“家常便饭”，救
助失学儿童、为特困户捐款、为孤寡老人送温暖等等，都安排
在了郭香的日程里。她的善心义举也带动了周边朋友参与。

郭香知道，做慈善，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要把
慈善事业做大做强就必须抱团发展。2008年6月18日，对
郭香而言，既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又是个倍感欣慰的日
子。这天，她倡议发起的滨州市首家慈善义工组织——无
棣慈善义工协会正式成立。有了组织，让郭香周边的爱心
人士仿佛有了一个家。他们积极靠拢，与郭香一道，扶危济
困，救急救难，开始了有“名分”的慈善事业。目前，无棣慈
善义工队伍已达 5000 多人，“红马甲”成了慈善义工的代
名词。

2016年12月20日上午，浓雾迷漫，被大雾困于无棣县
荣乌高速公路上两天两夜的长途车司机们，终于盼来了像
亲人一样救援他们的“红马甲”车队。这是一支由2辆大面
包车、一辆箱式小货车及12辆轿车组成的救援车队。车队
送来了受困司机急需的热水、鸡蛋、馒头、矿泉水等。

“慈善没有门槛，千万别说等有钱、有时间了再来做慈
善。孝顺老人、爱岗敬业、节约水电，这都是最基本的慈善。”
对于慈善，郭香有自己的观点和“诀窍”。她多次跟义工们申
明，慈善绝不是施舍，“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出钱出力了，就觉
得有权力能随意走进受助者家中。如果要发布助人照片，一
定要先征得受助者同意。特别是有些受助贫困生自尊心很
强，除非是他们主动，否则我们绝不能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助人者自助，乐己者乐人。我觉得帮助别人其实是一
件很快乐的事情，我以前是这么做的，以后更会坚持这样做
下去。”在郭香眼里，爱心就是一盏灯，一经点燃就会照亮周
围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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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的对账单
——记江苏南京扶贫干部戚国义、王松

本报记者 王宝会 通讯员 孙 军

“现在苏北的社会经济发展快了，过去的贫困村如今变
富了，也变美了。”来自苏北灌云县的两位驻村“第一书记”、
江苏南京扶贫干部戚国义和王松告诉记者，这些天他们正
在找村干部商量扶贫提档升级的事，通过办实事、办好事，
真正让乡亲们走上富裕之路。

2016 年初，戚国义和王松带着省里扶贫攻坚的任务，
分别来到苏北灌云县的盐河村和黄杨村任“第一书记”。
两个村都是苏北典型的贫困村，盐河村 437 户 2254 口人，
建档立卡低收入家庭有82户，201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5.6
万元，村负债率高达 80 万元；黄杨村 750 户 4610 人，低收
入家庭有 147户。这是他们进村时拿到的一组数字，也是
他们扶贫生涯的“原始账单”。

初到村里，怎样才能将脱贫致富的欠账补上？如何将
老百姓带上发展快车道？这是“第一书记”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第一书记”通过挨家挨户
走访，与老乡们拉家常、找“穷根”。出行难、看病就医保障
难……一个个涉及民生的问题源源不断被收集上来。“要将
这一件件待办的实事记在我们扶贫的账单上，作为两年内
精准扶贫的‘突破口’，逐条攻破，向村民们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两位“第一书记”首次向村民立下誓言。

今年初，戚国义、王松的扶贫账单上又多了一项内容，
打造村里“内衣工业园”。内衣产业是东王集镇重点发展的
特色产业，“第一书记”积极引进资金，筹建两个内衣生产标
准化厂房，预计该项目建成后不仅收益可观，还可以带动近
百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第一书记”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精
准扶贫项目上，扶贫账单上的任务也逐渐被销号，这让村民
们看到了致富希望，亲切地称他们为“扶贫书记”。“‘扶贫书
记’为兑现手中的对账单，兢兢业业，那些曾让我们心酸的
旧账变成了村民们看得见、记在心的幸福账单！”原盐河村
党支部书记吴白玉感慨地说。

两年来，“扶贫书记”拓展“企业+村”的发展模式，集资
近500万元，建设集家庭农场、农家乐、油菜花观赏、餐饮娱
乐于一体的城郊休闲乐园，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5万元
至10万元；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民以地入股，新建
标准钢架结构大棚 8栋，种植樱桃、油桃等水果，为村集体
增收近10万元；建立了200kW光伏发电站，可为村集体增
加收入 12万元……这一组组数据，描绘着盐河、黄杨两村
脱贫发展的变迁史。“这些是我和戚国义两年帮扶工作的对
账数字，每当看到乡亲们的幸福笑脸时，我们真的很欣慰。”
王松说。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江西景德镇粉瓷工艺传承人徐庆庚：

“用时间作笔”的艺术
初见徐庆庚，是在她女儿徐

岚的工作室里。清瘦的老人见
到记者，和善地请我们落座喝
茶，便再无话。可一到他的作品
前，老人立即精神了。说起每件
作品的立意、构思、制作、完成等
滔滔不绝，讲到展柜下面一点的
作品，索性蹲在了地上。很难想
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景德镇粉
瓷工艺的泰斗级大师。

徐庆庚从小接触陶瓷，擅长
在瓷器上描绘人物。他的作品
大多以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
为构思和创作原型，虽有据可
查，却又不拘泥于史。徐老喜欢

“经历过时间检验的艺术”，更重
视“艺术源于生活”，他长期坚持
画国画人物和风景写生，在生活
中积累艺术形象和创作素材。

徐庆庚擅长人物和风景，更

是工笔写意皆精，画、刻、雕、镂
技艺全面，是名副其实的实力
派。作为当代景德镇陶瓷艺术
界有实力、有造诣的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徐庆庚与很多高产的艺
术家不同，他的作品并不多。徐
庆庚坦然说：“想得越多，画得越
慢，但一定要做好东西，用时间
作笔，艺术才能留得下来。”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① 徐庆庚正在阐述对粉瓷工艺的艺术认识。

② 徐庆庚在工作室创作。

③ 在工作室与女儿探讨陶瓷艺术。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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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王洪旗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给村民宣讲。 武自然摄

下图 作为全村的主心骨，王洪

旗一直以来兢兢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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