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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濮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1月30日上午10点，天气寒冷但

阳光灿烂，在河南濮阳县西辛庄路边
花园的石凳上，几位老人边嗑瓜子边
闲聊，十分惬意。顺着干净平坦的大
路，极目望去，一排排大红灯笼在微风
中摇摆，显得年味十足。

不远处，一幢幢红色屋顶的二层
小洋楼整齐有序排列，在阳光的照耀
下，“讲述”着村民的富足安乐和村庄
的时代变迁。

“老百姓的梦就是我的梦”

临近年关，西辛庄内开办的工厂、
学校都陆陆续续放假了，街道上显得
有些冷清。

刚走出西辛庄村支部办公楼，记
者被新时代文化广场旁一处建筑内的
装修声和工人的吆喝声吸引。走近
看，门外几名装修工人正在专注地往
墙上贴大理石砖。掀开塑料门帘，听
到一阵刺耳的电锯切割木材声，空气
中飘浮着大量灰尘，一股油漆和水泥
味扑面而来。

在大厅尽头，一位身材瘦小却干
劲十足的老人正与两名工人边比划边
搭建高台楼梯。若不是有人介绍，很
难想象，这位老人就是豫剧《村官李
天成》中的人物原型，创下多个奇迹，
带领全村发家致富的西辛庄村党支部
书记李连成。

忙完手头的活儿，李连成在村党支
部的会客室里接待了记者。这位身穿
黑色棉裤，深蓝色褂子，脚上运动鞋沾
满泥土的老人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
神。“我觉得，要想带领全村发展起来，
必须具备三点：第一要有思路，怎么去
发展；第二要没有私心；第三要勤快，能
干、会干。”李连成当村党支部书记27
年了，他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20多年前，西辛庄到处都是盐碱
地，粮食亩产只有100多斤，是出了名
的贫困村。1991年，李连成当选西辛
庄村支书。在他的带领下，西辛庄村
在黄河滩边的盐碱地上，从建设蔬菜
大棚起步，依托中原油气田的廉价油
气资源，引入企业，逐渐形成灯泡、灯
管、灯柱光电产业链条，安置劳动力
1.2万人，实现年产值10亿元，利税近
亿元，成为河南省有名的明星村。

“老百姓希望在好医院看病，在好
学校上学。”李连成说，为了实现老百
姓的梦想，他带头建设高标准农村学
校——教育园区，集幼稚园和小学一
体化教学，村里孩子全部免费上学。

不久后，又建成了民生医院，560
张床位规模，同样实现村民看病全部
免费。“医院引进了国外一流的CT机
设备，走廊比其他医院都要宽，这样方
便救护车进入。”说起村里的建设，李
连成如数家珍。

今天的西辛庄村，有着宽敞的马
路，整齐的居民住宅楼，繁华的商业
街，齐全的饭店、宾馆、超市，美丽的绿

化带。“过上城市的生活是老百姓的梦
想，我们要把西辛庄村建设得跟城市
一样。”谈起西辛庄的未来，李连成满
是憧憬。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几个
字，刻在西辛庄村党支部对面的一块
黄色大石头上，紧挨着五星红旗的旗
杆，十分醒目。

“以前我家特别穷，那些看不起我
的人，时常欺负我。”1991 年，带领村
民摆脱盐碱地、搞蔬菜大棚的李连成
当选为村支书，当年欺负过李连成的
人心里犯了怵。“为了打消这些人的顾
虑，我告诉大家，我早已忘了谁欺负过
我，我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经历
了穷苦难熬的日子，也在生活最底层
拼命挣扎过，从当上村支书的那一天
起，李连成就下定决心：绝不乱花村里
一分钱，绝不能有私心。

李连成清楚地记得，有几次家里
兄弟有点私事需要他动用权力帮个
忙，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坚决拒绝
了，后来母亲用头往他心窝里撞，哭着
说：“连成，别人当官家里沾光，你当官
咋家里还吃亏呢。”

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不仅是个脑
力活，需要深谋远虑和独到的眼光，同
时还是个良心活，要公道节制，懂得换
位思考。李连成的心里有杆秤，时时
把握着这两者间的平衡。

1993 年，李连成瞅准市场需求，
打算转变发展思路，联合村民在村里
建再生纸工厂，这事让部分村民心里
犯起了嘀咕：你李连成没上过学，种菜
还行，这开工厂能赚钱吗？为了说服
大家，他走村串户，挨家挨户谈话，最
终全村 168 户只有 12 户同意入股。

为使这12户股东放心投资，李连成自
掏腰包，拿出 6 万元，表示如果赔钱，
就先赔他这 6 万元钱，赚了就只拿回
这6万元钱，绝不多要一分钱。

两年后，再生纸厂获得利润 200
多万元。看着股东用麻袋把钱扛回
家，村民们羡慕不已，纷纷强烈要求入
股。此时，股东开始抱怨：“现在看我
们赚钱了想来分红了，当年干吗去
了。”李连成一方面理解股东的心情，
另一方面也开始担忧：贫富差距加大
不仅会激化矛盾，也难以使企业发展
形成规模。他对股东们说：“我不仅是
你们12户的村支书，我还是整个西辛
庄村的村支书。”经过3个月的协商沟
通后，12户股东最终同意村民入股。

“李书记办事公平，能吃亏，我们
心服口服，都相信他。”提起李连成，村
民李殿涛敬佩不已：“他引进的企业，
我们都愿意投资。”

“每多干一天，都觉得赚了”

如今已经 67 岁的李连成保持着
规律作息，早上4点多起床，在村里转
转。企业和工地开工后就一直待在工
地上，中午和工人一起吃饭，下午6点
多下班回家。

“别看我现在年纪大了，但记忆力
一点没有减退，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说起自己钟爱的工作和奉献了大半辈
子的西辛庄村，李连成精神焕发：“我
51 岁学认字，61 岁学开车，现在我每
多干一天活儿，都觉得自己赚了。”

下午5点多，正是工厂下班、学校
放学的时候，西辛庄车辆来往交织，人
群熙熙攘攘，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我们现在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儿，赚不
完的钱。”正在搬运脚手架的李殿涛高
兴地说。为了带动更多群众致富，李

连成将西辛庄村企业入股权和务工权
向周边村子开放，到西辛庄村务工的
外村外地人最多时达 1.2万余人。“在
这儿打工，工钱结得及时，离家又近。
李连成书记对我们很亲近，干活都是
带头干，没有当官的架子。”庆南村村
民卢海金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2014
年，西辛庄建成占地 100 亩的文化广
场，每天有几百人在这里跳舞、散步、
休闲、游乐。

2015年，濮阳县庆祖食品加工专
业园区落户西辛庄村，引进了上海金
丝猴集团年加工5万吨腰果项目和汇
源集团羊业养殖基地、屠宰中心。

2016年，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正
式投入使用，它是全国首家农村干部
培训基地，承接全国农村村干部培训
工作，重点学习李连成书记的“吃亏奉
献精神”，巩固了党在基层的牢固堡
垒。

从 2016年 3月份至今，农村党支
部书记学院已培训全国 17 个省 172
个市县的 12637 名农村党员干部，极
大地促进了基层党的建设工作。

走在西辛庄村，见得最多的，就是
老百姓的笑脸。

李云星是西辛庄村村民，也是村
里三家企业的股东。“我平时在民生医
院上班，一个月有 3000 元工资，年底
企业分红，我能分得15万元。现在我
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李云星
满意地说。

这几天，李连成经常去正在装修
的西辛庄婚庆礼堂，一待就是一天，他
不停地询问进度、帮忙赶工。腊月二
十八这里迎来了首场婚礼。“新人是两
名大学生，他们请我当证婚人。”李连
成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乌云苏依拉：

嘎 查 就 是 我 的 家
本报记者 陈 力

冬季里，沙漠里的游客少了，牧民
却多了起来，作为孟格图饭馆经理，乌
云苏依拉依然忙个不停。

身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赛
汉陶来苏木孟格图嘎查的党支部书
记，乌云苏依拉已在纳林高勒移民新
区生活了 12 年。用“孟格图”命名
的饭馆，不仅缓解了她的乡愁，还同
时成了牧民进城就业创业的“孵化
器”。

“自从搬入新区住进了额济纳县
城，我就彻底放下了牧羊鞭。”巴格
那第一次感到牧业转产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儿。“我有电焊这门手艺，想
开家电焊铺来维持生活，可当时一无
资金，二无设备。乌云苏依拉书记得
知后，专程从嘎查帮扶单位——阿拉
善盟社保局争取到 1 万元的电焊设
备，让我得以顺利开张。生意稳定
后，今年我想扩大业务，第一时间来
孟格图饭馆找到乌云苏依拉，在她的
担保下，我很快在方大村镇银行拿到
5万元贷款。”

每年秋天，额济纳绿洲的胡杨林
美轮美奂，使人恍入仙境。赛汉陶来，
蒙语意为“美丽的胡杨”，孟格图，蒙语
意为“永恒”。怎样才能让这块宝贝绿
洲永久保持下去？“必须把过多的牧

民、过多的牲畜和过多的生产活动减
下来”，已在戈壁深处担任了 20 年党
支部书记的乌云苏依拉深知，“牧民的
生产、生态、生活必须寻求更高层次上
的有机统一”。

牧业是额济纳旗的传统产业，由
于过度放牧，本来就很薄弱的生态环
境更加脆弱。上世纪末，一场退牧还
草、退耕还林的战役在全国展开，额济
纳旗首当其冲。让祖祖辈辈以放牧为
生的牧民放弃羊鞭，离开世代生活的
草原住进城里，大多数农牧民总想不
通。牧民出身的乌云苏依拉，同样热
恋这片草地。但是，作为党支部书记，
乌云苏依拉必须带头行动。她从亲戚
开始一家家地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一边耐心做群众工
作，一边组织嘎查两委班子深入实地
做政策宣传，组织农牧民到各迁入区
考察学习，使农牧民切身认识到生态
恶化带来的后果，看到搬迁转移后生
活的希望，打消了嘎查农牧民的顾
虑。在她的带动下，孟克图嘎查率先
在全旗完成了退牧还草工作。

牧民搬迁到城里后靠什么生活？
怎么让农牧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大家选我当嘎查党支部书记是信
任我，如果我干不出样子来，上对不起

党，下对不起嘎查的父老乡亲啊！”乌
云苏依拉觉得，要想彻底打消嘎查农
牧民的顾虑，必须以身作则，树立一个
转移转产的成功典型。经考察调研，
她发现纳林高勒新区还没有一家以全
套经营蒙古族食品为主的特色餐馆。
2005年，她带领一家三口迁入移民新
区，开办了首家餐馆——孟格图饭
馆。为此，她拿出全部积蓄，并多方贷
款近 10 万元。孟格图饭馆很快火起
来了，乌云苏依拉继续投入50多万元
扩大规模，把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的
小饭馆，逐渐发展成年纯收入50万元
的特色餐厅。

乌云苏依拉的现身说法，鼓励了
农牧民自力更生和大胆创业，她将经
营理念主动传授给想发展三产的搬迁
移民，帮助他们跑贷款、出主意、谋发
展。几年来，乌云苏依拉为牧民协调
贷款累计400多万元。在乌云苏依拉
的带动下，全嘎查 115 户牧民中的 81
户成功转移到纳林高勒新区，39户成
功转产就业，从事餐饮、旅店、运输、修
理、电焊等第三产业，每家年收入都在
10万元左右。如今，孟格图嘎查的农
牧民年人均收入已从10年前的2000
多元增加到15700元。

一跃成为移民新区富裕户的乌云

苏依拉，带头启动了富帮穷的爱心联
动工程。嘎查牧民布日格德饲养生猪
遭遇困难，乌云苏依拉知道后，当天送
去了 500 斤饲料；嘎查牧民金旗要建
新羊圈，乌云苏依拉把1500元现金送
到他手上；贫困户才仁患病入院，乌云
苏依拉马上赶到医院为其交上 3000
元住院费。乌云苏依拉还义务赡养了
一位五保户，整整坚持了20年。出资
3万余元，帮助嘎查4名贫困家庭大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每年的三八妇女
节，占嘎查一半人口的姐妹都能收到
乌云苏依拉送来的礼物……

进入移民区的大部分牧民转产
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乌云苏依拉
还依然惦记着牧区的孟格图嘎查。嘎
查牧民娜仁格日勒因事故瘫痪卧床，
至今还同 80 岁的老母亲生活在牧
区。每逢节日，乌云苏依拉都组织嘎
查党员、团员去她家打扫卫生，给娜仁
格日勒和她的老母亲理发、剪指甲、送
生活用品。“乌云苏依拉书记一次去外
地，在商店看见一种医用升降床能解
决我的护理难题，就自掏腰包给我买
回一张。”娜仁格日勒深情地说，乌云
书记把孟格图嘎查当作自己的家，我
们也把她的“孟格图饭馆”当成了我们
在城里的家。

2 月初，一场少见的大雪将
黔北山区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
坐落在海拔 1300 多米“半山腰”
上的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涪洋镇当阳村胜利组，更是一派
银装素裹，整个山村都静了下来。

虽然道路湿滑，天气寒冷，但
83 岁的老党员王章礼却没有闲
着，拄着竹棍走村串户，走访回家
过节的外出务工人员，动员他们
回乡创业。

尽管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
上已经退下来近20年，王章礼还
是闲不住，一直为群众脱贫想办
法，“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不在了，
但我还是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脱
贫的责任不能丢”。

王章礼所在的当阳村胜利
组，山高坡陡、崎岖险峻，隔山望
去，仿佛悬在半空中。

虽然生存条件恶劣，但王章
礼一家却始终扎根在这里。40
多年来，王章礼一家三代 5 名共
产党员，持续接力带领当地群众
筑坝修渠、开山修路、发展产业，
向贫困发起冲锋。

引水：七年凿出九连环

胜利组的贫困，根子在缺水。
由于地处半山腰，无稳定水

源，村民吃的是望天水。村里虽
有 700 多亩水田，但多数只能种
植红薯、洋芋等耐旱作物。遇上
大旱，部分缺粮村民还得靠挖野
菜度日。

距离胜利组4公里外的正安
县吴家沟，水源充足，但要想把水
从吴家沟引到胜利村，须先筑坝
蓄水，之后翻越崇山峻岭，绝壁开
渠。

1972年，37岁的王章礼出任胜利组党支部书记。上任之初，
王章礼萌生了筑坝蓄水、修渠引水的想法。虽然祖祖辈辈都在盼
水，但看着重重大山，大伙儿犯难了。

“干，我们可能会辛苦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不干，我们的
后代子孙永远都得靠天吃饭。”时年不到20岁的陈孝台，至今仍清
楚地记得王章礼当年在动员会上说的话。

白天，王章礼带领村民到水源点考察，研究施工方案。晚上，
召集院坝会，动员村民投工投劳、出钱出力。

经过周密准备，1974年10月份，吴家沟“水坝”破土动工。经
过全体村民3年奋战，一条高6米、长20米，底部宽10米、顶部宽6
米的水库坝基终于竣工。

水坝建成后，胜利组村民又苦干 3年，依靠钢钎铁锤，凿出了
一条绕过四道山梁、穿越两道绝壁的引水渠，最终于 1980年冬天
将汩汩清泉引入胜利组。

“那时没有先进的工具，全靠人力一点点地磨，在绝壁施工时，
用绳子绑在腰上，人悬吊在50多米的高空中。”王章礼的长子王大
洪说，为了修水渠，先后有两位村民献出了宝贵生命。

有了水，让村中的“望天田”变成了“保收田”，苗家人顿顿吃上
了白米饭，米缸里也有了余粮。

修路：群山系起玉腰带

胜利组通往村外的路有两条，但都狭窄且陡峭，极为危险。
在王章礼的记忆中，1945 年至 1984 年的 40 年间，死在这两条山
路上的村民就达 15 人之多。“不是遇到特别的事情，村民基本都
不出村。”

崎岖的山路，使得物资进出只能靠人力肩扛背驮，外面的物品
进不来，里面的产品出不去，“大家做梦都盼着有一条宽敞的进村
路”。

为了结束这肩扛背驮的历史，王章礼从1984年开始，带领村民
山上山下跑，制定修路方案，但悬崖峭壁却是绕不过去的“拦路虎”。

“既然都要从绝壁经过，那我们就凿壁修路，一年不行就用两
年！一代修不通，下一代接着干！”王章礼在全村党员大会上号召：

“一定要给子孙后代修出一条宽敞大路！”
村民在修路的问题上很快达成一致，积极投工投劳。
就这样，一到农闲时节，王章礼就与长子王大洪各带一支队

伍，从两个地方开山修路。经过 14 年的努力，到 1998 年，王章礼
父子带领村民共打通了 7公里的毛坯公路，仅剩下最危险的地方
——芭蕉岩未打通。

1998年，63岁的王章礼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儿
子王大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上任后的第一个冬天，王大洪就雇来手提式风钻机，带领村民
向芭蕉岩进军，决心把通村公路建成。但深不见底的山谷，让雇来
的技术工人望而却步，转身就走。见此情景，王大洪央求技术工人
将风钻机的操作技术教给自己，冒险悬吊在半山腰打炮眼。

最终在 1999年底，胜利组通往外界的公路贯通了。此后，王
大洪又带领村民把公路修到了各个村民组。外面的物资能进来，
群众的产品也能方便地运出去，脱贫有了保障。

产业：苗寨变成金银寨

引水通路，解决了大多数村民的温饱，但离脱贫致富还有很大
差距。

2002 年，胜利村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变村为组，归入当阳村。
两年后，王大洪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当年举行
的村支两委换届中，王大洪的弟弟王大生被选为当阳村村委会主
任。

从2002年起，王大洪与儿子王旭通过自身努力，先后种植烤
烟，发展养殖，为脱贫探路。

2014 年，在贫困户精准识别中，胜利组被识别为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达87户312人，贫困发生率超过30%。

为带动广大贫困户尽快脱贫，王旭与已成为养殖大户的叔父
王政商量，将饲养存栏的 50头半大猪分发给贫困户，免费提供饲
料，收入按2∶8的比例分成，贫困户占八成。

“我们就投入点劳动力，分成我们占大股，若喂养过程中猪仔
夭折，也不要我们赔。”已成养猪专业户的贫困户王尧章对王旭叔
侄二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近5年来，在王旭的带动下，当地先后种植了300多亩辣椒和
500多亩烤烟，畜牧养殖散户达 40多家，带动 65户 282人摆脱贫
困。

2017 年初，王旭被选为当阳村胜利组党支部副书记。目前，
胜利组规划的2300亩白茶基地正在加快建设，进入丰产期后预计
亩收入将达8000元，为村民脱贫增收提供稳定保障。

“我们再加把劲，力争到今年底，贫困户全部脱贫，胜利组‘胜
利’在望。”王旭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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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李梦圆

上图 李连成（右二）正在建筑工地指导工人工作。

右图 李连成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