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9月的一天，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一组部
分村民向村书记张井春发难，闹着要分村里的一笔
拆迁款。三组村民李桂芹见状义正词严地说，你们
纯是无理要求，分这笔拆迁款书记说了也不算，必
须经全体村民大会讨论通过才行……几句话让那
些想要分拆迁款的人瞬间就蔫了。

大家哪里知道今年65岁、一身正气的李桂芹
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前些年，李桂芹看到别的村变化都很大，唯独
自己的村没啥变化，而且连最起码的岀行难都解决
不了，买了一双好鞋愣是好几年没敢穿，怨气十足。
再加上她性格不好愿意骂人，村民们轻易不敢惹
她，村干部也躲着她。

近几年来，新力村路好了，路灯亮了，种花草、

修残墙，环境也美了，尤其是村里有了养牛场和蔬
菜大棚，李桂芹在那打工有了一份收入。新力村还
兴建了家规家训一条街，村风村貌的变化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新力村的每一个人，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村
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李桂芹为人处世的态度和
方法也发生了改变。“李桂芹和以前比，就像换了个
人似的，说话不但文明了，还通情达理了，最重要的
是有了一身的正能量。”村里人现在都这样评价她。

李桂芹说：“村干部认认真真为村民办实事，村
民们之间也是互帮互助，邻里关系更近、更浓了，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村里现在有啥活动我都乐意去。
每天早上起来把家门前的路扫得干干净净，小家好
了，村里才能好。现在谁要是说我们村不好，我李桂
芹第一个不乐意！”

李桂芹今昔
本报记者 陈博琳

本报讯（记者 季式学）“我们村里种的茉莉
香葡萄全是一等果，品质好，味道香甜，还有 10
几天就能采摘了。”“这小牛犊是我接生的，看，长
得多俊、多壮实。”“别人种的黄瓜生长期1到2个
月，我种的黄瓜在新藤条上开花结果一茬又一茬
长达 4到 5个月，产量高、质量好。”6月 24日，西
安区灯塔镇新力村党支部书记张井春在该村党
支部领办的西安区金穗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大
棚里，向记者炫耀着。

提起张井春的能耐，新力村3组村民杜金福
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力村人，没
当村书记前连地都不会种，哪想 2016年当官儿
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儿似的，成天不闲着竟琢磨事
儿。不仅种地是一把好手，还搞起了技术创新，农
活就没有他不会干的。”

这么强的村书记是怎么炼成的？还要从张井
春“抠门”和“好胜”的性格说起。当村书记的第一
年，村里并不富裕，从苦日子里过来的张井春，把
省钱放在了第一位。看着外村的牛贩子倒腾村里
的牛获利，他心里不舒服，就想着帮村民把这笔
钱省下来干正事儿。他四处取经、上网学习，直至

成手，不赚差价帮村民卖牛。
可要想富起来，光靠省不行，赚钱才是关键。

十里八村谁要是种植、养殖干得出色，传到他耳朵
里，他准会慕名去“偷艺”，然后把学来的“生财之
道”用在发展合作社上。他不安于现状，眼光放得
长远，刷视频、看直播和专家套近乎“蹭课”，然后
大胆实践求突破。他利用葡萄种植空间的间隙，
种植矮化蔬菜，既对葡萄根部起到良好的保湿
保水作用，矮化蔬菜又能创造出一定经济价值。
他种植的“藤条黄瓜”产量高，他将一部分销售
到市场，剩下的腌制成咸菜进超市……

张井春告诉记者，他计划用 5年时间，把合
作社果蔬种植面积翻一番，黄牛养殖增至200头
左右，带动产业上游青储饲料种植、加工，带动产
业下游牛粪养殖蚯蚓、蛋鸡饲养、发展蚯蚓鸡蛋
等循环产业以及产品深加工项目，实现种植、养
殖、生产、销售一体化发展模式，三产融合发展的
目标。

截至目前，新力村602名经济组织联合社成
员全部加入到合作社当中，用村民的话说，跟着
张书记干，心里有奔头！

为啥村民都乐意入合作社？

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通过在乡村治理中发
挥德治作用，探索德治途径，村容村貌、民风民俗
得到了显著改善，村民的精神文明意识不断提
高，先后被评为“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省市精神
文明示范村”，也是辽源市首个“好人村”。

新力村的“家规家训一条街”就是全村最真
实的写照。杜家的“求财有道”、王家的“勤俭持
家”、潘家的“贤妻子孝”映入眼帘，家家门前都挂
着自己的家训家规。新力村曾经被贴过思想落后
村的标签，村民心不齐，大事小情都要村干部操
心，村经济条件也很差，很多人出去了就不想回
来。

为了提高村民文化素质，村班子把过去口口
相传的乡村历史记录成册，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
传承新力村人勤劳质朴、不懈奋斗的精神。新力
村还成立了全市首家新时代文明实践超市，村民
们可以通过做好人好事获得积分，用积分在超市
兑换商品，村民的精神文明意识不断提高。“中国

好人”郝丽艳、大孝子杜金福、村医翟汉华、孝媳
妇付艳霞等一批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近年来，新
力村共获评“全国好人”1名、“省级好人”1名、“市
级好人”5名、“区级好人”5名。全村共有尊老爱幼
典型户30余家、100余人。村民从勾心斗角到其乐
融融、从愁眉苦脸到喜笑颜开，文明习惯蔚然成
风。

村里的人居环境改善了，村经济也跟着迈上
了新台阶。家住村头的杜金发种过地、打过工，收
入稳定。村里的改变让他放弃了城里稳定的工
作，回村搞起了养殖。现在，不仅自己的腰包鼓
了，还带领其他村民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张井春说：“先富脑袋，后富口袋，思想解放
了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下一步，新力村要把产
业振兴摆在乡村振兴的首要位置，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经济，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
活。”

一排篱笆十根桩 一家有难大家帮

在德治路上走出的“好人村”
本报记者 任乐天

本报讯（记者 李锋 赵佳雯 田美琦）村民之
间产生了矛盾，有的经过邻里劝和能解决，有的
闹到村委会让村干部“做主”，有的甚至能闹到法
院去打官司……村民有矛盾后往往事就怕闹大，
大了就不好收场。那么，如何做才能让村民矛盾
及时化解在“家门口”呢？这些年西安区灯塔镇新
力村村民委员会探索的“阻断式调解”模式，让村
民矛盾有效阻断化解在基层，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

新力村的“阻断式调解”模式是什么样的？
简单点说就是，这种模式依托村书记张井春牵头
组成的调解室，通过调解室组成人员对矛盾双方
的教育和沟通，鼓励由矛盾双方当事人自主化解
矛盾。调解队伍包括村里党员、村民代表和村班
子成员，他们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来
调节村民之间的矛盾。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能有
效让村民化解在基层呢？村书记张井春说：“都乡
里乡亲的，有的还互相沾点亲戚。利用乡情、亲情
的感情纽带，通过调解教育的方式，一般都能把
问题解决。”

这种“以和为贵、以情感人”的调解模式帮村
民解开了不少“心疙瘩”。村里有一位老人在小儿
子的陪同下来到村委会，请求村委会帮着解决儿
女之间因赡养问题产生的矛盾。老人家有五名子
女，在赡养过程中由于种种问题导致本来和谐的
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矛盾。张井春和调解人员把
老人的儿女聚在一起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把子女赡养老人的权利和义务分清楚，让子女对
赡养老人达成共识。之后，调解人员给出让老人
的一位没有工作的女儿照顾老人，其他子女给予
资金和物质保障的办法，不但让老人得到很好的
赡养，也让子女的矛盾得到解决。

张井春说：“‘阻断式’调解，是我们村独特的
调解村民矛盾方式，让村里大量细小而琐碎的村
民矛盾得到及时解决，对全村的民主法制建设起
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村被评为‘吉林
省民主法治示范村’，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发挥好
调解室的作用，为村民解决揪心事、烦心事和操
心事，让村民之间日趋友善和谐，村风民风不断
改善，村民更加幸福。”

以和为贵 以情感人

“阻断式”调解化解村民“心疙瘩”

“扯闲话”来源于东北方言，说的是在村
口总会看见一些男女老少聚在一块儿，兴致
勃勃地聊着村里的家长里短、八卦故事，日
复一日，乐此不疲。

“扯闲话”在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聊天
者是村里谣言的源头，见谁说谁，搬弄是非、
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小小的事情被无限夸
大，让好奇、猜疑、谎话弥漫着整个村庄。别
看只是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却是一个村庄
村风的展现和社会文明的风向标。

从前，新力村的村民们宁愿站在垃圾旁
边扯闲话，也不愿意清理一下垃圾，村民的
集体归属感很弱。重塑村风成为新力村党支
部书记张井春最紧迫要做的事。整治“扯闲
话”乱象，张井春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用他
的话来说就是“谁要是在新力村扯闲话，就
会被问得六门到底，让造谣者无处可藏。”有
一次，三组有一个五保户村民，向同村一个

大娘说村书记给他办了一张免费吃药卡，不
管是吃国产药还是进口药都不花钱。这个大
娘立刻找到张井春，也想要办一张同样的
卡。张井春告诉大娘并没有这样的卡，并耐
心询问消息的来源，找到谣言源头后戳破了
谎言。在处理扯闲话问题上，张井春顺藤摸
瓜，将传谣者逐一排查，把他们问得六门到
底，让造谣者无处躲藏，并给予其上黑榜曝
光批评，暂缓发放相应福利待遇。

张井春告诉记者，建立“文明超市”活
动以来，村民们可以通过参与环境整治、邻
里互助、做好人好事获得积分，用积分兑换
生活用品，但如果要是被发现扯闲话就会
扣除积分。在村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下，村民
们热情高涨，自发地加入到活动中来，曾经
爱扯闲话的村民还会帮助村干部疏导他人
情绪。文明淳朴的乡风重新照进了大家的
新生活。

谁“扯闲话”就要被问个“六门到底”
本报记者 宋淞 刘彬 高瑞

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琳）西安区灯塔镇新
力村，在追求外在美的同时，兼顾内在美，双管
齐下，美出了新高度。最近，该村被评为“吉林省
文明村镇标兵”。

2017年，新力村开启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建设，改善村容村貌，提升乡村“外在美”。村两
委组织村民加固维修水毁路 470米、护涵管桥 6
处，将220米水泥路加宽，铺设沥青路2.56公里，
护坡挡墙 4.5公里，维修拉地道 19处 2840米，新
修一段宽 6米的 200米拉地道；种植花草 3万多
株，建微景观小品一处、微景观 12处，强化了基
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乡村环境焕然一新，实
现了“外在美”。

在追求“外在美”的基础上，新力村开始追

求“内在美”。新力村在村民中开展安装家规家
训门牌活动，打造家规家训一条街，现在讲文
明、树新风、敬老爱幼等风气在新力村中形成风
尚；村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超市对群众的善行
义举和良好风俗进行的积分兑换日用品活动，
激励引导了村民从小事、日常做起，抵制陋习，
弘扬了文明新风；新力村积极开展“美丽庭院、
干净人家”评比活动，如今已评上美丽家园 60
户、干净人家 134户、美丽庭院 39户。如村中先
前常见的聚众打牌、拌嘴打架等不文明现象难
觅踪迹，文明素质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
高，好人好事不断涌出。新力村已形成户户积极
参与、人人主动创优的新局面，提升了村民素
质。

外在美内在亦美

新力村内外兼修美出新高度

一天，新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养牛
管理员焦急地给新力村书记张井春打电话：

“张书记快来一趟吧！那头要生产的牛有点
状况。”挂断电话，张井春立即赶到合作社
的牛棚里。张井春仔细观察那只待产的小母
牛并用手摸摸牛肚子后，凭他的经验断定这
头第一次生产的小母牛肚子里的小牛犊有
点大，如不及时处置就会难产，大牛小牛都
难以保住。情况危急，张井春立即找来两个
人帮忙，自己运用所掌握的牲畜助产技术给
小母牛接生。两个小时后，一声小牛犊发出
的“哞、哞”叫声让张井春和在场人悬着的
心落了地。

张井春咋有给牲畜接生的能耐呢？原
来，张井春书记是有证的“牛专家”，拥有

“助理畜牧师资格证”，具备处置牲畜接生
的技术和资质。张井春认为，带领村民发展
产业当外行不行，必须要成为行家里手才
行，于是他利用一切时间学习黄牛饲养、大
棚蔬菜生产、网络直播等知识，这样指导村
民干这干那才有资格。正因为如此，张井春
通过亲身实践和努力学习考取了“助理畜牧
师资格证”。“要不是张书记有两下子，一大
一小两头牛少说也得四五万元就没了。牛要
出了事儿，不但经济上受损失，而且也让咱
们合作社名誉上受损失，村民对咱们合作社
还有啥信心。”在场的人事后这么说。据了

解，这位有证的“牛专家”张井春，可不止拥
有“助理畜牧师资格证”一个证。除了“助理
畜牧师资格证”，张井春还有“新型职业农
民资格证”“经纪人资格证”和“优秀科技工
作者证”三个证。怀揣“四个证”的张井春把
所学所知的知识和技术用来指导村里种养
殖产业的发展，给村里带来变化，让村民得
到了实惠。

这些证件代表张井春的努力和能力，更
是张井春赢得村民信服的底气。张井春说：

“履行好村书记的职责，需要能力和实力。
有了技术可以指导村民如何搞好养殖，每年
还可以给村里节省一大笔外聘技术人员的
费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村书记因为我具备
的专业技术水平赢得了村民的信任，让村党
支部的号召力不断增强。”村民宋德宝没有
养牛经验，自己花高价买了 12头牛。牛买回
来后，不长个、不增肥，养了一年多母牛也
不下牛犊子，这可让宋德宝愁坏了。张井春
知道后主动去宋德宝家查看牛的情况，给出
饲养办法。经过一段时间，宋德宝家的牛长
大了、增肥了，母牛还下了四头小牛犊，宋
德宝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现在，宋德宝和
村民们不仅经常向他请教“养牛经”，而且
每逢去买牛就得拉着张井春一起去，因为他
知道张井春去了不仅买牛的价格低，牛的质
量也高。

怀揣“四个证” 指导底气足
本报记者 李锋

本报讯（记者 刘红娇 王彦雨）6月24日
上午，记者要到新力村采访“最干净人家”。负
责接待的村干部于浩随手划过村里的屋舍庭
院，底气十足地说：“我们村村民的房子虽然
不豪华，但个个庭院整洁、屋内干净。”

记者当即随便找了几户不起眼的小院走
进去瞅瞅，又到于浩介绍的几家去看看，一番
对比下来发现家家卫生环境都很好，确实比
不出个高低优劣，找不出个“最”干净来。在长
期不住人的于文军家，记者发现他家院子虽
小却收拾得规矩，两块菜地平整地圈在铺着
地砖的院内，农机和摩托车停在车棚里，柴火
和农具收在仓房内，屋里更是整洁干净。在种
粮大户孙振成家院内，记者看到宽敞透亮的
车棚内大小农机按个头排队停放，主屋连着
阳光房，衬得屋内白壁、白瓷砖、白色家具都
像是在发光，屋里采暖用地热，后院有洗澡
房、厨房，处处看得出这家人很爱整洁。被评
为“吉林省净美家庭”和“文明示范户”的付春
江家同样是院子整洁、屋里没有半点浮尘，就
连院里小花狗都是毛发干净。付春江说：“我
从不穿劳动服进屋，烧炕的灶门也装在小仓
房，在村里我这是独一份。”村民们也表示，现
如今全村 122户比着收拾，家里一个赛一个
的干净。

记者问新力村卫生环境为啥整治得这么

好？于浩长叹口气表示刚开始也很难，怎么宣
传教育作用也不大。她指着道旁的排水沟说：

“别看这沟现在干净，以前沟里顺水漂的全是
‘苞米秆儿’和农药瓶，道边也是粪堆、垃圾
堆、柴火垛子、‘苞米楼’扎堆，咋劝村民收拾
也不听，更别说让他们自觉打扫屋里院外的
环境卫生了。”

为提升村里卫生环境、提高村民搞清洁
的积极性，村里开始有针对性地行动：先是做
好村里路面保洁，垃圾桶不等满就清理，让村
民不再乱扔垃圾；又借厕改的东风拆除了土
旱厕，并告知村民“合作社牛棚里的粪肥随便
用”，清空了村里的粪堆肥坑；再推广秸秆还
田并联系企业将秸秆打包销售，“消灭”了房
前屋后柴火垛；还以“打造最美庭院”为契机，
成功把“苞米楼”搬进村民院中。同时，村里开
办合作社为村民增收也起到重要要作用。村
书记张井春常说：“有了夯实的物质基础，精
神文明自然好推进。”有村里带头帮村民搞
钱，现在新力村80%的住户都在城里有房，钱
包鼓了的村民自然也就有心情好好收拾家
园。

就这样，新力村环境更好了，村民也养成
了良好的卫生习惯，村里的“最美庭院”牌子
也从三星、四星变成家家五星，有了现如今新
力村家家干净、户户整洁的全新面貌。

家家都干净 院院全整治

新力村竟然没有“最干净人家”

本报讯（记者 于淼）走进新力村，绕过小路
的转角处，“家规家训一条街”的红色大字在绿荫
的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踏入小街内，记者发现
每家每户的门前显著位置上，都挂有这样一块醒
目的家训牌子，牌匾虽然规格统一，内容却各有
春秋。兰家的家训是“讲勤俭、不浪费”，于家挂着

“百善孝为先”的家训牌，“孝道当竭力”“父子和、
兄弟亲”“明事理、守法律”“严治家、敬长辈”……
这些朴实的字句，讲述的是这条街上 45户家庭
奉行的处世之道。

作为辽源市首个“好人村”，2019年设置的
“家规家训一条街”是令全村人都为之骄傲的一条
街。在这条2公里的小街中，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展现出了新力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貌。
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党支部书记张井春告诉记
者：“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只抓经济、看产业这些‘面
子’，更要有积极、文明的精神作为‘里子’。家规家
训是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弘扬家规家训就是传
承优秀传统美德。设置这条街一是想弘扬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二是希望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更好
地激励村民。我们这条街每家的家训都是村民根
据自家特点自己拟定的，尽管内容不同，但经过几
年的实践证明，最终效果非常不错。现在我们整个
村你追我赶争当文明村户的氛围相当浓厚了。”

家规“钉”在墙上，更“钉”在居民的心里。村
民付春江家的家规家训是勤俭持家，付春江告诉

记者：“我女儿现在在上海工作，每个月都会给我
们老两口生活费，但是我们两个现在还是坚持节
俭。”说到这，付春江拿出一双鞋子给记者看，“这
双鞋我已经穿了八年了。不是说我们买不起新
鞋，我是觉得日子过得再好，也不能浪费，勤俭是
中华美德，更是持家之道。”说起“家规家训一条
街”设置后的变化，付春江更是感慨地停不下来，
付春江说：“立家规以后，大家精神面貌上来了，
家家都有正能量。我们现在都比着收拾院子，也
都不乱扔垃圾了，谁都想当最干净、最有素质的
那一家。环境一好，大家心情也跟着好了，连邻里
关系都变得更和睦了。”同样感慨万分的还有村
民李桂红，她说：“挂在门口的家规更像一面警示
牌，提醒自己的同时，也提醒着他人要怎么做。好
的大环境会在无形中影响着其他人，就像良性循
环一样，以后肯定是越来越好。”

好的家教家风是家庭和谐、社会文明的内在
动力，以家为单元的“小气候”温润了新力村的

“大环境”，以此带动“好民风”，形成“好社风”。在
家规家训的影响下，新力村的风气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改善，先后被评为“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省
市精神文明示范村”，全村共有尊老爱幼典型户
30余家、100余人，培养人才 230余人。如今的新
力村处处可知好家风，时时可见新风尚。新力村
的乡村建设之路，沿着“家规家训一条街”，走出
一片新光景。

家规“钉”在墙上 新风“扎”在心里

新力村用“小家规”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西安区灯塔镇
新力村村民郝丽艳、苏永利夫妇二十六年如一
日，赡养着丈夫的远房爷爷，将突遇变故失去双
亲的叔叔家孩子视如己出的事迹被传为佳话。

郝丽艳与丈夫苏永利于 1995年结合，组建
了自己的小家庭，虽说家庭经济条件并不算宽
裕，只靠丈夫在附近的小煤矿打工维持生计，但
夫妻俩互敬互爱，日子过得十分美满。直到 1996
年春节，郝丽艳与丈夫在远房叔叔家吃饭时发
现叔叔的儿子对老人不孝顺，老人无人照顾到
处流浪，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淳朴善良的郝丽艳
看到这些十分愤慨。从小因父母离异，得不到家
庭温暖，不得不吃“百家饭”长大的丈夫苏永利
见状，心里更是五味杂陈。于是，夫妻俩商议后
便主动和老人的儿子提出要把老人接到自己家
中赡养。从此，七旬老人苏满正式成为了这个特
殊家庭的一员。家里多了一位老人，不仅增添了
一份不小的家庭开支，在精力上也充满挑战，可
是郝丽艳却毫无怨言，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
对待老人。在郝丽艳的精心照顾下，如今已经 94
岁的爷爷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2007年，郝丽艳一家迎来了第二位特殊的
成员。父母先后离世的郝守鑫成了孤儿，亲戚们
都提议将他送到孤儿院。可是，作为堂姐的郝丽

艳却不同意，她说：“我们当过儿女也做过父母，
那种滋味不是一般的难受，孩子不想去，我更舍
不得把孩子送走。”郝丽艳收养郝守鑫的决定震
惊了所有人。收养孩子绝非易事，这其中的艰辛
也非常人可以想象。郝丽艳的赤诚热忱得到了
丈夫的大力支持，她也信心倍增。对待堂弟，郝
丽艳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比对儿子还好。由于
家庭条件不好，郝丽艳没为自己的儿子花过一
分钱补课，却省吃俭用也要给小守鑫补课。郝守
鑫曾在作文《我的爸爸妈妈》中写下了姐姐、姐
夫对他满满的爱，在他的心里姐姐、姐夫就是自
己的父母。今年的母亲节，小守鑫由于学习繁忙
没有给郝丽艳准备礼物，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到家后的小守鑫紧紧拥抱郝丽艳并在脸
颊上亲了一口，真挚地说“妈妈，节日快乐。”一
声“妈妈”道出了万般深情，这是对郝丽艳默默
付出最好的回应。

身教胜于言教，在郝丽艳与丈夫的熏陶下，
他们的儿子心里也种下了爱的种子，不仅考上
重点大学，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深
受老师同学喜爱。

百善孝为先，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郝丽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人间大
爱。2018年12月，郝丽艳入选“中国好人榜”。

“中国好人”——郝丽艳
本报记者 刘畅 宋建立 马郡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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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蕾）“再过10多天，大
棚里的葡萄就要熟了，这是我们合作社成
立以来发展的第一个采摘项目。”西安区
灯塔镇新力村党支部书记张井春对记者
说。

新力村过去底子薄，产业优势不明
显，家家户户都以种植玉米为主。为了把
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产业发展，带领群众
共同致富，2021年 2月 19日，由新力村党
支部领办的西安区金穗种植养殖合作社
注册成立，主要经营种植养殖最基本传统

项目。
本来是种植最基本的传统项目，为什

么会选择种葡萄，这还得从一次绝收说起。
去年 3月份合作社利用暖棚种植白玉 3号
粘玉米，由于气温异常土壤积温低，种子发
芽慢造成苗不齐，到了 5月份通风换气不
良发生酶腐病造成绝收。问题来了，咋解
决？新力村两委班子坐在一起研究后，决定
改良土壤，重新规划合作社种植产业布局，
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咨询农林专家和实地
考察，村两委班子发现葡萄是多年生的藤

本植物，一年栽植能收获 15年以上，产量
高、效益好，是采摘的首选品种，最终决定
把茉莉香葡萄定位为栽植品种。

一年育苗两年挂果三年见成效，眼看
着大棚里果肉饱满，沉甸甸的大葡萄即将
成熟，张井春高兴地对记者说：“我们栽植
的茉莉香葡萄水分充足，口感清甜，采摘
售价可定位在每斤20元。”

说起养殖，新力村有着久远的养殖耕
牛历史，每家每户都养过牛，村党支部经
过调研摸底得出结论：所有群众都有养牛

的想法，就是怕有不法人员投毒。为此，村
集体、党员和村干部走家串户宣传近几年
扫黑除恶工作取得的成果，消除大家的疑
虑和担心，并带头搞养殖项目，通过村集
体先行一步购进西门塔尔 3代优质黄牛
品种，如今合作社已吸纳602人入社。

新力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正在努力蹚出一
条“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乡村振兴新路子。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群雁高飞头雁领
新力村村民摊上了好书记

记者手记：近几年来，新力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靠得是什么？记者几次深入采
访，得出了结论：各家各户过日子，当家人要能干、有正事。同样，一个村要发展，带
头人至关重要，既要有能力，更要有情怀。

俗话说，群雁高飞头雁领。新力村党支部书记张井春就是这个村的“头雁”。他
当村书记的初心和目的非常明确，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要实现自身价值和抱
负，为乡亲们做点实事。他一心为民、大公无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脑子灵、办法
多，具有较强的号召力、行动力。这样的村书记，值得老百姓们信服和夸赞。相信在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的过程中，这样出色
的“领头雁”会越来越多。

本报讯（记者 田蓓蕾）6月20日，正值
盛夏，在西安区灯塔镇新力村的村口，头
戴草帽、手握铁铲的党支部书记张井春正
与村干部们一起清除路边杂草。“我们铆
足干劲，不断提高治理标准，就是要借着

‘千村示范’的东风让村里越来越好、越来
越美。”在新力村，村书记不仅带头劳动，
还带头创业、带头致富，敢于走在前、干在
先，实实在在为村民们办实事、谋未来。

2016年，张井春当选新力村党支部书
记。那时，村里环境差、产业弱、村民精神
面貌不佳，乡村发展进入低谷。张井春根
据村里实际情况，坚持精神文明、物质文
明并进，产业、文化并举，致力于村子和村
民“内外兼修”。他始终坚信，“实干”是解
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几年来，他以新
力村为家，视村民为家人，发挥“老黄牛、
孺子牛”作用，使村里变化巨大，由“涣散
村”转变为“好人村”，并多次获得省市“文
明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称
号。

甘当创业“小白鼠”。张井春上任之
初，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凡是不挣钱的
事都不让村民参与。听说养桑蚕挣钱，他

就自己花了 1万多元买了 2万多株桑苗进
行试验，结果因气候原因，桑叶每年只产
一茬，准备在村里种桑养蚕的想法只好作
罢。后来，村里准备发展“1219号辣椒”种
植，并与韩国签订了1万斤销售合同。张井
春还是自己先试验，结果收获了 5万斤辣
椒。他又想各种办法进行推销。通过这些
事，村民明白了凡是张书记让干的事，都
是手拿把掐的事。从此，村里号召的事，村
民都一呼百应。党支部引领成立金穗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全村 200多户 600多人
成为合作社社员。目前，新力村流转土地
60亩，建设暖棚冷棚各3栋。合作社主要种
植甜玉米、葡萄、甜椒、有机花菜等特色农
产品，同时养殖黄牛 44头，所产效益节节
攀升。

乐做种养技术员。从小就有饲养经历
的张井春深知养殖业发展离不开先进的
理念和技术。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养
殖方面的知识，在实践中边摸索边积累。
通过不断的努力，他不仅可以为养殖户提
供选种、育雏、防疫、消毒、饲料、管理等技
术，还积极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拓宽
致富新路子。在种植方面，张井春请专家

作指导，勤学习、重实践，因地制宜选出了
多个蔬果品种，并通过技术提高产量，高
效利用土地资源，谋求效益最大化。目前，
他已经取得了“畜牧师资格证”“经纪人资
格证”“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和“优秀科
技工作者”四个资格证书，被评为“辽源最
美科技工作者”。说起种植、养殖业，他头
头是道，就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这让他指
导村民发展生产底气十足，为村民解决了
无数个具体问题。

愿为村民大家长。张井春说，村书记
要勤看、勤走、勤交流，用感情温暖每一个

村民，真心实意为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以“德”治村，这样老百姓才能认可和支
持。无论是村里的事还是村民的事，从生
产到生活，再到矛盾调解，他没有不操的
心、没有不管的事。遇到有困难的，二话不
说，伸手就掏兜；遇到闹矛盾的，尽心尽力
去解决，发明阻断式调解；对传闲话、编瞎
话的人追究到底；打造家风家训一条街，
营造传承、相互影响的好村风。张井春先
后被评为“辽源好人”“区优秀共产党员”。
在他眼中，“正直、奉献、担当”就是村书记
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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