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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贵溪市彭湾乡彭湾村祝汪组掩映在青山绿水之
间，深秋时节，村外稻谷金黄丰收在即，村内楼房林立、花
草茵茵、干净整洁。村民们都说，村里环境这么好，与今
年89岁的汪学太老人26年来坚持义务清扫分不开。

汪学太是一位有着63年党龄的老党员。63岁那年，
他从乡敬老院退休返乡便干起了为村里义务整治环境的
活。他自备扫帚、柴刀、锄头等工具，坚持每天清扫垃圾，
清除房前屋后的荆棘杂草，修补破损的村道。

“好环境来之不易，建得好也得管得好，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我要尽心尽力。”汪学太的无私奉献赢得了村民
们的称赞。如今，许多村民不仅渐渐养成讲文明、讲卫生
的好习惯，还自发加入呵护秀美乡村的劳动中，祝汪组成
了远近闻名的“漂亮村”。

耄耋老人呵护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影报道

“周书记，我们永远想念您！”“我们
的好书记，一路走好！”……一声声呼
唤，一阵阵哭声，划破寂静的乡村。10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河南周口市沈丘县
付井镇马堂村的父老乡亲从四面八方涌
向村党支部书记周云恒家，赶去送他最
后一程。

为了群众放下企业

走进马堂村，文化广场、健身广
场、环境优美的小公园、标准化卫生所
等设施一应俱全，村内道路全部硬化到
村民家门口……这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
的美丽宜居示范村、村集体经济试点
村。在村民眼中，这一切都离不开村党
支部书记周云恒多年来的辛劳付出。

20多年前，马堂村集体经济几乎为
零，村两委班子涣散，凝聚力不强，是
当地出了名的贫困村。

当时，周云恒已经创办了自己的钎
具厂，主要经营矿山配件，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生意红火。

可是，马堂村发展的困境让周云恒
心里焦急。他认为自己作为先富起来的
人，又是共产党员，理应为村里的发展
做些什么。“企业我可以不管，但是共产
党员的初心使命不能丢。”至今大家都记
得周云恒说的那句话。

1996年，马堂村党支部换届，周云
恒决定放下企业的日常业务，回村参
选，带领乡亲共建美好家园。可当选
后，部分群众对周云恒并不看好。

周 云 恒 上 任 后 的 “ 第 一 把 火 ”，
“烧”向村两委班子，他牵头建立各项
规章制度并率先垂范。比如，要求班子
成员早晨 8 点上班，他每天 7 点半准时
出现在村委会办公室。“用制度管人管
事管钱，让制度成为一条带电的高压
线，谁违反了就坚决处理谁。”周云
恒说。

“班子没有凝聚力，是因为群众对我
们不信任，根源是我们的作风让群众不
认可。”时任村干部李俊海回忆，周云恒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不止一次在会上
强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大家转变
思想，从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干事情，
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需。

标准的“吃亏干部”

过年吃鱼肉，已经成为这一代马堂
村人的“集体记忆”。

“周云恒刚当村党支部书记那会儿，
大家经济条件都差，很多家庭一年到头

没吃过肉。他办了10多年工厂，攒下些
家底儿。一到春节，周书记就自掏腰包
买鱼，按每人1斤分给大家。”村民咸永
志至今记得当时热闹的分鱼场景，周云
恒给全村 2800 多人连续分了 3 年的鱼。

“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不缺吃
喝，可大家还是觉得那几年春节过得最
温馨。”咸永志说。

就在分鱼的第一年，村民郭庭芳的
女儿郭灵芝考上了大学，对于自身残
疾、爱人失明，仅靠 1 亩菜地维持生活
的一家人来说，女儿的学费成了一家人
心头的“大石”。就在郭庭芳不知所措，
甚至打算让女儿放弃学业的时候，听到
消息的周云恒找上了门。“学费我来出，
说啥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是她改变
自己命运的希望，也是这个家的希望。”
最终，郭灵芝顺利入学，20 多年过去
了，如今提起周云恒，她说：“这是我永
远不会忘掉的一份恩情，在我人生的第
一个岔路口，是周书记推了我一把，让
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近年来，在周云恒的倡导下，马堂
村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建学校、修路、
资助贫困大学生、帮助特困户生活等公
益事业上。

村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修建水泥
主干道 8公里，通下水道 20公里，安装
路灯80盏等，成为全县第一批高标准完
成人居环境改善任务的行政村。

2006 年，钎具行业开始走下坡路，
周云恒的企业转产建筑模板，租赁村委
会办公室 1亩多地，投资 70多万元建厂
房进设备，并预交了 5 年租金分给全村
群众。投产第二年，马堂小学向县里申

请建设重点小学，却被告知没有地建操
场和食堂，达不到申请标准。

“周书记听说后，决定无条件拆除刚
建好的厂房，腾出土地为学校建操场和
食堂，最终马堂小学完成了升级改造。”
马堂小学退休教师郭子民说，周云恒是
标准的“吃亏干部”。

鞠躬尽瘁的好书记

“从我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天起，就感
到责任重大，我下决心一定多为群众办
实事，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初心，不忘
共产党员的使命！”今年 9 月 20 日，周
云恒在付井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言。他深知，给
钱给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脱贫
问题。

“周书记多次召集大家讨论，想给村
里找长远的增收项目。”村干部王子灵回
忆，考虑到马堂村有发展养殖业的传
统，2011年村里决定建立豫丰养殖专业
合作社，开展肉牛养殖。

到2017年，合作社已经发展成为年
出栏 800 头肉牛，年收益 160 多万元的
规模化养殖场。就在此时，沈丘县委、
县政府决定选取试点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这让周云恒看到了希望。

“请政府放心，我们村的集体经济项
目挣了钱算集体的，亏了钱全部算我自
己的！”为项目落地马堂，周云恒立下了
军令状。

成为试点村后，周云恒将自己多年
摸索出的“科学化、基地化、规模化”
企业发展模式，移植到村集体经济项目

上，当年养殖肉牛 80 头。2018 年春节
前，距离牛出栏的日子还差 1 个月，周
云恒和村两委班子商量后决定，提前卖
掉 12头，给村民每人先分红 20元。

“ 这 是 第 一 年 ， 大 家 心 里 肯 定 打
鼓，20 元虽然不多，但也算是给大家
吃了一颗定心丸。”周云恒对村干部王
玉东说。

第二年，马堂村养牛场存栏达到135
头。牛一多，牛粪如何处理就成了新问
题。“群众租地晾粪，地面不硬化达不到
相关标准，硬化地面群众又不愿意，当
时老周急坏了。”村干部咸永宾说。

通过多方了解，周云恒得知商丘市
夏邑等地可以用牛粪栽培食用菌，他立
即带着村干部去考察。回来后，马堂村
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项目——食用菌栽培
提上了日程。

“第一批申请了210万元经费，建了
21座食用菌大棚，目前已经投产，除了
集体分红、务工挣钱，还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实行特别照顾，可以独立承包大
棚，每座大棚的年收益在 3 万元左右。”
咸永宾说，这一照顾性政策虽然激起了
贫困户的发展动力，但因为前期需要对
菌种、肥料进行投资，银行考虑到贫困
户的偿还能力不愿放贷，这让贫困户们
很为难。

“ 你 们 尽 管 放 款 ， 我 为 他 们 做 担
保！”周云恒找到银行负责人说。最终，
3 户发展意愿强烈的贫困户从银行贷到
了款。

经过几年的经营，马堂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达30万元，发展形势一片向好。

村子的发展慢慢走上正轨，周云恒
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018 年底时，分红、慰问、扶贫、
牛场管理……所有工作交织在一起，周
云恒所有事都要亲力亲为，3 天只睡了
10个小时，他终于撑不住了。

“我从家里卫生间的纸篓里发现了带
血的纸，再三追问下才知道父亲咳血
了。”女儿周艳波随即带父亲赶往医院就
诊，医生诊断为肺炎，治疗加休养至少
要 15 天才能痊愈。女儿周蕊说，“我一
直劝父亲做全面检查，但他都以工作太
忙为由推脱了”。

9 月 27 日，周云恒带着王子灵、咸
永宾一起前往内蒙古采购肉牛。

10 月 2 日，周云恒在返程途中因被
牛踩到鞋跌倒受伤，被送到当地医院，
诊断为“L2 椎体压缩骨折”，随后发热
导致肺炎复发。10 月 5日，在转诊途中
病危，抢救无效后去世。

“周书记入院后一直催我回去，说村
里还在秋季防火，食用菌也等着上料，
不能在这边耽搁太久。”咸永宾说，周云
恒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考虑的仍是
村里的发展。

“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不能丢”
——追记河南周口市沈丘县付井镇马堂村党支部书记周云恒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肖 飞

周云恒生前在牛场查看肉牛生长情况。 （资料照片）

金秋新疆，果瓜飘香。两年前，跨
越千里来到和田的张锐作为北京援疆队
伍中年龄最大的一员，每天奔波在亲手
创建的和田国家农业科技园先导区里，
穿过一座座日光大棚，查看一株株作物
长势，感受沙海绿洲的丰收美景。

“你看，一茬接一茬产出葡萄、草
莓、樱桃、芦笋、杂交小麦……今后将
成为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项
目，惠及千家万户。”聊起在和田沙海中
建起的援疆项目，张锐有说不出的幸福
与满足。

张锐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一名果树
专家。“院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有点犹豫。”
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选派援疆干部
在 55 周岁以下，可当时我已经 56 岁了。

“领导说和田前方需要一位搞农业的专
家。‘前方’两个字眼，就好像战场的呼唤，
我必须执行好这个任务。”

当晚，张锐有感而发地在日记中写
道：“战争年代，对一名共产党员的要求
是付出生命和鲜血。和平年代，当党组
织需要时，共产党员要勇敢地接受并圆
满完成任务。”

2017年2月16日，春节刚过，张锐
背起行囊，从北京来到新疆和田，投入
忙碌的援疆工作中。他用自己的专业特
长，在沙海育苗，为绿洲添彩。

走进距离和田市区20多公里的北京
市援疆项目和田国家农业科技园先导
区，在 138 座现代化设施农业大棚里，
酸奶甜瓜、软籽石榴、四翅滨藜等30多
种特色农作物长势喜人。张锐指着远处
的黄沙说：“在这里发展农业要学会与沙
共舞。”

地处新疆最南端的和田，沙漠戈壁
占地区总面积的 63%，绿洲占比仅为
3.7%，人均耕地仅有 0.87 亩。风沙常
袭，农业结构单一，农户靠天吃饭。当
地也曾努力发展大棚设施农业，提升农
民收入。但因缺乏良种和技术，空置率
较高。

“干旱的荒漠、贫瘠的沙土、稀缺的
水资源，制约了当地农业发展，却赋予
了发展设施农业独特的气候资源，利用
好可以沙海淘金。”张锐告诉记者，和田

地区阳光充足，热量资
源丰富，无霜期长且昼
夜温差大，干燥少雨有
利于减少病虫害，冬季
几乎没有阴天，有发展
设施农业的潜力。

张锐负责占地 1100
亩的和田地区国家农业
科技园先导区的规划和
建设。在北京援疆和田
指挥部和派出单位北京
市 农 林 科 学 院 的 支 持
下，一年半时间，9 支
来自国内农业科研院所
的专家团队，12 家和田
本地农业龙头企业、合
作社，30 个农业新品种
配对入驻科技园，一个
国家级农业园区在沙海
拔地而起。

针对园区建在土壤
养分较少的塔克拉玛干
沙漠的实际，张锐与相关
企业一次次试验，终于摸

索出通过将沙子、椰糠、羊粪复配后使沙
漠变成高产土壤的方法，仅这一项技术就
使当地设施农业用水量节省 50%以上，
亩产翻番。

目前，园区已成为和田地区农业现
代化科技示范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和农村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农民就
业、人才培养基地。

“不是在园区里种几个大棚就完事
了，企业与合作社在园区里学到技术
后，要到园区外大面积推广，引导农户

特别是贫困户种植，协助销售，帮助他
们增收。”张锐说，“园区里不仅仅是育
苗，更要育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希望”。

通过两年工业化生产种植大麦苗实
验，产量非常稳定。张锐为和田地区冬
季牛羊产业青饲草料不足问题找到了解
决方法。

45岁的吐尼亚孜·卡地尔，家住和
田市吉亚乡金叶新村，他第一次尝到了
在大棚里种植特色甜瓜的甜头。他说：

“以前地里种小麦和玉米，收入微薄。现
在来自北京的专家帮我在家门口建起两
个大棚，园区企业提供甜瓜种子、技术
和资金，这让我们一家人的致富劲头更
足了。”针对当地贫困户承受风险能力
弱、设施农业管护经验少等实际问题，
张锐联合企业共同完善了“专家+农户+
公司+合作社”全托管企业化运作模
式，深受农民欢迎。

对于园区的发展，张锐很乐观。他
测算，几年后园区可辐射带动和田当地
11 万亩土地、1500 栋温室大棚种植高
附加值农作物，能让上万人脱贫致富。

2017年，张锐的妻子郝王红来和田
探亲，在跟随张锐一起去民丰县看望他
的维吾尔族结对亲戚时，被当地少数民
族的淳朴和热情感动，也体会到了援疆
干部肩上的责任。

同年 7 月，在张锐的鼓励下，退休
的郝王红应聘来到北京援建和田的京都
幼儿园支教。

“退休后能够到和田发挥余热，而且
和老伴在一起，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机会。”郝王红说，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孩
子们，打算申请延长支教期限。

去年 8 月，张锐夫妇利用休假契
机，自费帮助结对亲戚家的小孙女阿迪
莱·阿迪力圆了北京梦。

援疆期间，张锐先后被授予“首都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首都精神文明
建设奖”等荣誉。他说：“和田不仅仅是
我们夫妻俩援疆 3 年的家，更是我们永
远都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我们愿意努
力帮助和田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沙海培育新苗 援疆添彩绿洲
——记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锐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干休所一个
小小院落内，石阶斑驳。睡了六七十
年的硬板床、坐了四五十年的老式沙
发……走进室内，除了满屋子的书外，
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让人难以将“千
万富翁”与主人马旭夫妇联系起来。

马旭是湖北省军区的师职离休干
部，被大家所熟知，要从那场“误会”说
起。

去年 9 月的一天，两位耄耋老人
走进武汉市一家银行，向工作人员提
出要汇款。因为数额达几百万元，工
作人员怀疑他们遇到了电信诈骗，就
悄悄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经
核实，两位老人都是湖北省军区离休
干部，他们决定将毕生积蓄 1000 万
元，分两次全部捐给家乡。就这样，马
旭夫妇走进了公众视野。

1933年，马旭出生在黑龙江省木
兰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4岁特批入伍
后，成为第四野战军的一名卫生员，并
被保送军医大学。

“是党和军队培养了我，有朝一日
我一定为家乡建设出一把力。”怀揣着
这样的心愿，马旭从入伍后第一笔津
贴攒起，向着自己的心愿不断努力。结婚后，她与同是军
人的丈夫颜学庸约定，把家庭开支减到最低限度，把节省
下来的钱存起来。

去年，武汉的一次战友聚会上，马旭向战友透露了自
己的打算。在战友们的帮助下，马旭联系上了木兰县教
育局。“选择捐给教育事业，因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未来
的希望。”她说。

今年 4 月，马旭夫妇的捐款全部到位。在黑龙江省
木兰县，以马旭名字命名的文博艺术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未来这里将成为红色教育基地，为孩子们开展各类学习
活动提供场所。

“这笔钱是我们一分一角攒起来的。”马旭说。她与
丈夫一年到头忙实验、忙科研，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
所钟爱的事业上。生活中俩人对自己很“小气”，穿的是
部队发的军装，吃的是土豆、馒头和自己种的菜。

从青春到暮年，马旭和丈夫从未停止学习和科研攻
关。他们把研究发明获得的每一笔报酬连同工资一起存
进银行。马旭和老伴表示：“只要活着，还会继续攒钱、捐
款，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国家。”

马旭为了跳伞事业，放弃了生儿育女。奋斗了一辈
子，这样的晚年算是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问
过。“生命总会有遗憾，但不后悔，忙乎了一辈子，不就是
为了让别人过得更好吗？”马旭说。

如今，86岁的马旭成了众人敬佩的偶像。而她也有
自己的偶像——屠呦呦。

马旭夫妇退休后，一直坚持相关专业的医学研究，并
取得了不少相关领域的成就。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悬挂
了3张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照片，“我要提醒自己时刻
向屠呦呦学习”。

一封封来自马旭家乡孩子们寄来的信，表达着对马
旭捐资奉献家乡的崇敬。看着那些稚嫩的笔迹、真诚温
暖的语言，马旭夫妇十分欣慰：“虽然捐出财产，但我们依
然是最富有的人。” （据新华社电）

马
旭
：
捐
资
千
万
报
党
恩

张锐（右）在田间地头为农民传授育苗经验。

（资料照片）

汪学太清扫路边杂草。浇水、扫落叶、清垃圾是老人

的日常工作。

汪学太为村道旁的绿植浇水，精心呵护村内的公共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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