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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菏泽市东明县玉皇庙村党支部书记关志洁——

博士回故里 造福众乡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甘愿到农村当一名农民

关志洁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植物
学博士，还是中国农业大学作物学博
士后。身为农民的女儿，她深知农民
向土地讨生活的艰辛和不易。2013年
7 月份，她毅然回到农村，努力用所
学知识带领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据说，当时很多亲戚朋友不理
解，强烈反对关志洁回到村里当农
民，当面说她傻。读博士期间的导师
和博士后的导师都曾专门到村里来看
她，因为导师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自己
的得意门生会放弃留在北京知名高校
和出国深造的机会，甘愿回到农村当
一名农民。当他们来到村里后，都被
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激情和干劲
打动，纷纷为她出谋划策，成了她坚
强的技术后盾。

“我们青年人，要有为民的情怀；
我们学农的人，要解民生之多艰，不
仅能坐得实验室，站得讲台，更能走
向田间地头，把农业科技的种子播撒

在肥沃的祖国大地上，开出绚烂的花
朵，结出甘甜的果实。”关志洁说。

回村后，关志洁经常深入田间查
看作物生长，入户了解村民生活。她
曾在崎岖的田间小道上骑车摔破胳
膊，在烈日下晒伤皮肤，双脚深陷淤
泥，被毒虫咬伤。家人每每看见她的
狼狈模样，非常心疼。但这，并没有
阻挡关志洁建设家乡、造福村民的决
心和意志。

要让人人有活干有钱赚

农村要发展，土地是最大的资
源。如何发挥村里现有资源优势、让
农民钱包鼓起来，这是关志洁常常思
考的问题。为此，她带领村两委流转
了全村土地，成立了山东玉皇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如今，全村已形成集特
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贮运、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于一体，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综合性产业。

在特色种养方面，玉皇庙村发展
了1700亩观赏树木，林下仿野生养殖
柴鸡、鹅、黑猪、野兔、鲁西黄牛、
野生鱼等。村里还建有 30 个高温温
室、200 亩无公害蔬菜、200 亩无公
害西瓜、350 亩无公害水稻、200 亩
精品水果采摘园、50亩浅池藕等。

“村里出产的礼品西瓜通过了绿色
认证，远销北京、上海等地。无公害
蔬菜种类繁多，全程生态种植。”关志
洁介绍，村里的精品采摘园有苹果、
樱桃、草莓、梨、桃等国内外优良
品种。

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村里传承千
年石磨文化，选用黄河滩区无公害小

麦和杂粮，保留优质膳食纤维麸皮、
胚芽蛋白，出产原生态全麦石磨面，
以及具有防病益寿、保健功效的黑五
谷，还有老五谷石磨面。同时，村里
还开发了具有清热解毒、化食毒，具
有极高食用价值、医药价值、营养价
值的无公害蒲公英茶，注册有“一品
农夫”“聂老汉”等商标。

乡村风光是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的人文自然资源。玉皇庙村不仅
建有民俗博物馆、公园、广场、采摘
园，还建有游客中心、宾馆，容纳
600 人开会、吃饭的会议室、酒店，
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园内绿树成
荫，风景秀丽，有长廊、步道、休憩
点、讲解员和服务人员。

目前，山东玉皇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已吸纳300名农村劳动力，为6000
个家庭供应安全、营养的蔬果、米、
面、肉、蛋产品。村里年接待游客 5
万人以上，村集体收入破千万元，村
民不仅可以获得地租，还可赚取一份
工资。村民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打
工就业，确保了人人有活干，人人有
钱赚。

打造现代乡村田园综合体

如今，玉皇庙村50%以上的村民
在玉皇化工上班，20%的村民在农业
公司上班，20%的村民依托玉皇化工
和农业公司从事三产。村里的企业吸
纳精准扶贫户 30 余人，月均工资在
1500元以上。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18769 元。村里还建有“养老基
金”“大病救助基金”等，通过节日慰
问，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温暖。

在关志洁带领下，玉皇庙村被评
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最美
丽乡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
星级单位、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
国文明村、全国宜居村庄、山东省生
态文明村、清洁工程示范村、旅游特
色村、农业示范点等荣誉称号。关志
洁个人也收获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青
年致富带头人”、山东省三八红旗手、
菏泽市第十批市拔尖人才、首批十大
新农人等荣誉称号。2017年，关志洁
还光荣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山东
省第十四届团省委常委、山东省妇联
第十三届执行委员。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关志洁和她的团队又信心百倍地
踏上了新征程。村里和几家企业将在
现有基础上打造玉皇水城现代乡村田
园综合体。他们的构想是，通过玉皇
水脉连接农业科技示范园、森林文化
园、新欣文化园、新型创客文化园等
4 大部分，共 20 多个景点，发展集
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农
旅小镇。

“我们还要挖掘本地传统文化和民
俗文化，把其中向上向善的部分展示
给大家，发扬艰苦奋斗、心向集体、
无私奉献的‘玉皇精神’，把爱党爱国
主义教育融入村庄建设之中，让大家
增强文化自信，找到精神慰藉和寄
托。”关志洁说。

全面振兴乡村，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大家向往的乐园。作
为菏泽农村振兴发展的突破口，关志
洁还想带领更多村庄和乡亲们一起过
上美好生活。

【人物简介】 关志洁，女，36岁，植物学博士、作物学博士后。她放弃北京高薪工作，回村

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集体流转了全村土地，成立了农业公司，用自己的学识造福一方百姓。

南昌市南昌县向塘镇剑霞村党总支书记刘伟平：

“只有干实事，百姓才会信任你”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胡雪萍

在江西南昌市南昌县剑霞村委会
的周边，杨柳吐芽，绿树成荫，一派
和谐景象。2017年，剑霞村获得“全
国文明村镇”称号。变化是从剑霞村
党总支书记刘伟平的到来开始的。

刘伟平是土生土长的剑霞人，曾
掌 管 着 赣 菜 品 牌 “ 向 塘 土 鸡 店 ”。
2012 年 2 月份，怀揣“要富大家富，
要好大家好”的想法，38岁的刘伟平
毅然回到家乡挑起村支书这个担子，
立志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

“书记会干事、能干事”

剑霞村有着 800 多年的历史，人
文鼎盛，曾是远近闻名的“相国村”。
然而，前些年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环境脏乱差，村民闹事纠纷不断，是
当地出名的“后进村”。百姓急切盼望
改变民风村貌，上级也希望有个能干
的书记来坐镇剑霞村。

“刚开始心里没底，一头雾水
啊！”被举荐当村支书的时候，一直在
外经商的刘伟平内心很彷徨，“从来没
有接触过基层工作，担心做不好，又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家乡。”当时的
剑霞村，在刘伟平看来，无论是民生
建设，还是村民凝聚力，都很差。

“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你们要
把学生带好。”上任第一天，刘伟平把
村干部叫到一起，将村里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难题列了出来：上世纪80年代
建的村委会办公地需要重建、两年前
就被认定为危房的村小学需要重建、
村民出行道路破烂不堪需要整修……

刘伟平开始四处“跑”资金，一
边请求上级政府补充资金，一边拜访
在外经商的乡贤。刘伟平上任 4 个多
月后，村小学开始重建，用了不到 1
年时间，新学校即交付使用。

“看得见的东西做好了，百姓就会
觉得你是干实事的，就会信任你，以
后做事就要容易得多。”村小学的顺利

重建，让刘伟平迅速在村里建立起
威信。

“这个书记会为百姓做事，也能干
事。”剑霞村的百姓看在眼里，乐在心
中，纷纷竖起大拇指。之后，剑霞村
又相继推动了新街老街改造、疏通灌
溉沟渠、整修道路等工程。

“村里有主心骨，日子有盼头”

以往，向塘镇剑霞村村民都以种
植瓜果蔬菜为主业，吃饭穿衣不愁，
但收入总也上不去。“百姓日子有盼
头，关键是收入。”为此，刘伟平又开
始忙碌起来。

在南昌县周边，向塘镇梨瓜名气
很大，刘伟平抓住村里这个优势，申
请注册了“向塘”瓜果蔬菜商标。

剑霞村河口自然村村民刘春如家
里原有 4 亩 5 分地，注册了商标后，
夫妻俩又租了 7 亩地，开始搞果蔬种
植，上半年种水稻，下半年种蔬菜，
当年就有六七万元收入，去年还在县
城按揭买了套房子。

“我家种了十多年梨瓜，以前都自
己卖，一年下来也就赚个万把块钱。”
刘春如说，自从刘伟平书记注册了商
标，有人专程到村里收购，村里种的
梨瓜直接进入超市，收入比以前大大
提高，“自从有了刘书记这个主心骨，
我们的日子有了新盼头”。

在刘伟平的推动下，剑霞村又成
立了 3 家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采
取“公司+农户”的模式，统一把村民
种植的瓜果蔬菜收集起来包装加工后
卖给超市，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目
前，3 家公司解决了剑霞村剩余劳动
力 600 多人，村民年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9800 余元提高到现在的 17000
余元，村集体经济也日益壮大。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综合示范
村，发展乡村旅游。”如今，剑霞村已
建成50栋江南民居风格的住宅，从空
中俯瞰，就像一幅江南风景画。刘伟
平规划，剑霞村将高标准建设相国故
里牌楼、巷道名人轶事文化走廊、民
俗广场、梓溪八景等，发展乡村旅

游，传承古村千年文化。

“人心齐了，什么都能战胜”

剑霞村有6200多名村民，常在家
的有 5000 多人，是个大村庄。刘伟
平上任前，剑霞村还是有名的上访
村、重点村、难点村，基本上是一个
县乡领导不愿挂点、家官乡贤不愿回
家、民风彪悍、上访成风的村庄。

“要在这样一个既是人口大村，情
况又复杂的村里做事，难度可想而
知。”刘仁荣是村里老党员，他说十多
年前，村里也还是这些事，但就是没
有人能做成。

接任村支书以来，刘伟平碰到许
多难题。老刘是村里的老上访户，已
经年近70岁。早年间，老伴因交通事
故去世，但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之后，老刘一直上访，从镇里、县里
到市里，最后实在没辙，就赖在村里
不走。

“我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一直把
你当成自己的父亲。”刘伟平上任后，
主动和老刘结对子，隔三岔五买米买
油买衣服上门拜访，想尽办法帮助
他，最后还帮他解决了 25 万元赔
偿款。

“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刘伟平说，村里很多工作涉及房
屋拆迁、土地征收、土地流转等难
题，每项都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相关。

“凡事站在村民的角度，为村民争
取最大利益，他们自然会信任你。”刘
伟平说，截至2017年底，剑霞村各项
工作使用到的项目资金达到 1 亿元，
其中有 4000 多万元来自村民自筹，

“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人心
齐了，做事就能事半功倍”。

刘伟平欣慰地告诉记者：“自我上
任以来，剑霞村没有出现一起打架斗
殴的恶性事件，更没有一例村民上访
事件。”如今的剑霞村，清水环绕着美
丽乡村，喜乐流淌在百姓心间。

说起电焊工，多数人都会
觉得这是属于男人的行业。但
在今年刚满 40 岁，却已经从
事这个行业快 20 年的范金梅
眼里，这个行业不分男女，而
且女人干得一点也不逊色。

范金梅，个头不高，脸上
架着一副眼镜，貌不出众，略
显斯文。说起为何会从事这一
行，范金梅打开了话匣子：

“我19岁高中毕业后，去工厂
干了一个月，觉得那样的生活
太过清闲，每天8小时不干活
却熬时间，不是自己想要的工
作。正好有个亲戚是做维修
的，技术非常好，在县里也是
数得着的师傅。于是，我就跟
着亲戚开始学习维修。”

就这样，范金梅在最好的
桃李年华，学起了别的女孩子
觉得又脏又累的活计，而且越
学越喜欢。后来，她跟着父亲
干起了工程。

在近 20 年的维修工生涯
里，范金梅接触过各色各样的
活儿，比如电焊、气焊、铜
焊、锡焊，还有熟铁、生铁、
不锈钢，小到农民用的粪耙
子，大到发动机部件维修、工
程安装。钳工、车工、维修
工，她都干过。

“最艰苦的，还要数给客
户焊油罐。在闭塞的空间中，
空气稀薄闷热，工作质量却一
点都马虎不得。”范金梅回忆
说，当时，她一天能焊400多
根近 8 公斤的焊条，焊接质
量、速度一点不比男同事差。
让她感受最深的是，曾经焊接
过农用拖拉机发动机机身、带
水的管道，其难度之大、要求
之高，非专业人员是难以做
到的。

凭着过硬的专业技术，范
金梅被破格选拔到山东淄博金
捷天然气管道运输服务公司，
成了一名走千家进万户的燃气
安装维修工。进入公司后，虽
然有以往的经历和基础，但面
对高学历的同事，范金梅知道
自己缺什么，需要补什么。她
下定决心，补齐短板，除了跟
着老师傅学习实践外，还买来各种燃气器具的图书，琢
磨钻研燃气器具工作原理、性能、特点，以及安装安全
操作规程。

由于没经过专业学习，范金梅对施工图纸比较陌
生，为了补上这一课，她克服年龄偏大、学历低、家庭
负担重等困难，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绘图，并实际操
作，遇到困难就反复向同事们请教，很快她的图纸应用
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现在一拿到图纸，怎么下料、加
工、安装、检测，她都轻车熟路。

范金梅所在的工程部户内安装组有8个人，她是唯
一的女性，而且是组长。“万绿丛中一点红”，这朵花不
仅不娇弱，反而是全组的模范榜样。每到一个用户家，
不管是燃气安装还是灶具维修，范金梅都一丝不苟、模
范带头。她经常爬到几十米的高空作业。每次维修检验
结束，她都不忘叮嘱用户：“用后关闭灶前阀，有问题
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如今，范金梅的团队不仅是安装队，同时也是抢险
作业的主力军。出现紧急情况，她和同事都会抢在第一
时间赶去处理。记得2014年的一个夜晚，辖区内一座
高层楼由于外部原因，燃气管线被挖断。险情就是命
令，范金梅立即组织抢险，仅用了3个小时就精准快速
地排除了险情，但收工的时候已是凌晨3点。

工作上有着刻苦钻研的精神，工作之余，范金梅也
不忘总结、创新。她把日常工作中的设计规范、安装规
范、验收规范一一细化，形成了一套“操作模式”，效
率高且安全，还被作为典型在公司里推广。此外，范金
梅还发明创造了“穿墙管线防腐法”。“过去，在燃气管
线安装中，穿墙的一段总是难以刷漆防腐，总有一块

‘断档’。”范金梅说，在通过不断的实践操作后，她把
防腐带用在了“断档”处，使管线寿命延长了20年至
30年。

没进过大学，没有耀眼的文凭，有的只是默默坚
守，孜孜以求。在平凡岗位上，范金梅始终追求着职业
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有了这份坚持和努力，让她在这
个以男人为主的行业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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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范金梅（右）给徒弟做管道焊接的示范。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刘伟平（右二）正在南昌县剑霞村慰问村民。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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