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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漫山遍野的茶园成
为‘绿色银行’，赵书记为我们熬白
了头。”日前，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
族自治县荍坝镇茶叶村村书记、主
任黄平感慨地说。

黄平口中的赵书记，说的是第一
书记赵鑫，4年前来到茶叶村扶贫，黄
平是一点点看着他的头发变白的。

刚到村时，赵鑫面临诸多棘手难
题：劳动力缺乏、茶产业基础薄弱、持
续增收能力差、抗风险能力不强。

怎么办？赵鑫请来专家为茶叶
村发展把脉定向。经专家实地论
证，茶叶村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
合种植高山茶叶。可当赵鑫信心满
满地动员大家改种高山茶时，却遭
到了质疑，“改良品种，到时候如果
卖不出好价钱，咋整？”

为打消乡亲们的顾虑，赵鑫组
织村民外出参观学习，帮助解决资
金、技术难题……一年下来，赵鑫的
耳鬓开始有点冒白了。

为了不辜负村民信任，赵鑫申
请贷款为茶叶加工厂新增生产线；
新建茶叶展览馆，帮村里的茶叶跑
市场，还通过拍小视频、发微博等，
提升茶叶村的知名度。

在赵鑫带领下，茶叶村新建、改
建茶园1500余亩。即使在遭遇新冠
疫情的2020年，茶叶村的茶叶价格

仍一路走高，亩产值增长到近5000元，
茶叶加工厂产能增长40%以上。茶叶
产能提升了，赵鑫的白发也增加了。

茶叶有季节性，赵鑫觉得，茶旅融
合才能提高抗风险能力。

说干就干。依托茶叶村拥有的原
始森林、优良的水资源，赵鑫开始谋划
发展乡村休闲观光度假游，让茶叶村
走上“茶叶+旅游”的道路，“我们要做
靠山吃山绿色发展的‘新山民’”。

如今，每到夏天，到青山环绕、茶树
成林的茶叶村住上几天，成了周边城里
人最美的“避暑享受”。村里不少人家
都用自家闲置的民房，建起了民宿。喻
志有家经营了2间民宿，每天每间80
元，“去年一个夏天，挣了7000多元，今
年已经有4000多元收入了。”喻志有
说。四川马边荞坝贡茶有限公司也“闻
香而来”，建起了一栋楼，涵盖住宿、餐
饮、娱乐休闲、茶叶展示、加工体验和销
售，还将融入更多本地茶文化元素。

现在的茶叶村，不但甩掉了贫困
村的帽子，天蓝了，地绿了，村民的腰
包也鼓了，还被评为市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
村治理示范村。赵鑫个人也获得了市
优秀第一书记等荣誉。

熬白了头的赵鑫，赢得了村民们
的信任，“上头派来的‘白发书记’，挺
拼的。” 许兵

“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非常
激动。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和鼓励。
我要带领家乡各族群众永远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把布力开村建
设得更美好。”“七一勋章”获得者、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温亚
尔乡布力开村党支部原书记买买提
江·吾买尔说。

买买提江·吾买尔今年69岁，
1981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01
年因病离岗。2006年，在群众的
期盼中，他再次被上级党委任命为
布力开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又是12
年，直到2018年退休。

原先，布力开村是贫困村、负
债村、上访村，如今变成了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和生态村、文明村、富裕村，成为伊
犁州乡村建设的标杆。

“这是老支书买买提江·吾买
尔带领大家奋斗的结果。”布力开
村党支部书记赛依班木·木扎合买
提说。

迎难而上的党员底色

买买提江·吾买尔自幼丧父，
母亲改嫁，是党和政府抚养他长大
和上学。高中毕业后，买买提江·
吾买尔回村务农。由于他勤劳踏
实，村党支部1972年任命他为团
支书。1973年7月，他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党的恩情我一辈子也
报答不完。”买买提江·吾买尔说。

1981年，温亚尔乡党委任命
29岁的买买提江·吾买尔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努力工作，
布力开村连续多年成为全县先进。

布力开村当时有近千户3700
多人，生活用水需要去3公里之外
的布力开沟拉运，水很浑浊，需沉
淀一天才能用。

买买提江·吾买尔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1994年，他召集大家
开会，要打井。“我找县里和兵团第
四师的水电技术员分析过，井要打
100米深，需要村里投入10万元。”

消息传出，有的村民不同意，
认为是白费钱。有的村民非常支
持，“打吧，如果实在没水，我们就
认了。”

10万元不是小数目。买买提

江·吾买尔反复做大家的思想工
作，并向乡里汇报。

打井开始了，他日夜守在现
场。25 米、50 米、70 米……105
米，一股清泉喷涌而出，甘甜的井
水湿润了全村老少的眼角。

一口井还不能完全满足全村
人的需要。不久，伊宁县实施农村
通水工程。清澈的自来水，流进了
布力开村家家户户。

布力开村灌溉农田靠从远方
的托海渠引水，水量常常不足。买
买提江·吾买尔想挖渠引水。他带
领几名村干部，一段一段测量和计
算，确定了渠道线路。回村后，他召
开动员会。乡亲们热情高涨，每天
四五百人跟着他到戈壁滩挖渠。

一个多月后，4公里长，一米多
深，顶宽两米、底宽80厘米的引水
渠通水了。引来的水浇灌了1050
亩荒地，买买提江·吾买尔带领大
家种果树。如今，这片果园每年为
村里带来20万元收益。

布力开沟是一条泄洪沟，把村
子隔成了两部分，村民来往很不方
便。买买提江·吾买尔带着大家捡
石头、拉沙子、抬木头，用省下来的
钱买水泥，开始架桥。得知布力开
村自力更生修桥的事，县委和县政
府拨款支持。

敢于担当的为民情怀

2001年，买买提江·吾买尔因
病手术，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布力开村各项工作连年倒退，村
民增收乏力，村集体欠下50多万元
债，矛盾纠纷增多，村民上访不断。

很多党员和群众坐不住了，他
们找到乡党委，要求买买提江·吾
买尔继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一年，我去找他谈，对他
说，你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大
家都在盼着你。乡党委也希望你
能挑起这副重担。”时任温亚尔乡
党委书记的李程说，买买提江·吾
买尔党性很强，当即就表示服从组
织安排。

亲友们劝买买提江·吾买尔不
要接这个“烂摊子”，但买买提江·
吾买尔说：“我是共产党员，党组织
和乡亲们信任我，我不能当逃兵。”

买买提江·吾买尔逐个走访党
员和部分村民，找到了问题的症
结：有的干部思想涣散，班子不团
结；有些干部腐败，低价承包集体
田地牟利。

买买提江·吾买尔组织党员成
立了两个组，一个组查账，一个组
查地，并请村民代表监督。

不讲情面，铁面无私。村“两
委”坚决收回被村干部及其亲属低
价承包的集体田地，并按法定程序
以市场价公开竞价承包。对个别
干部的贪污问题，村“两委”依纪依
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影响布力开村健康发展的病灶
除掉后，村民们的心气顺了。村集
体收入第二年就达到130多万元。

让党旗在村里高高飘扬

清理资产、正风肃纪，买买提
江·吾买尔再次成为大家干事创业
的“主心骨”。

1994年入党的马玉林，是布
力开村的蛋鸡养殖大户。他忘不
了买买提江·吾买尔对他的鼓励和
帮助。

“2001年，我养了六七百只鸡。
老支书找到我说，村里要发展养殖
业，你是党员，要冲在前面，扩大养殖
规模。”马玉林说，“在老支书的支持
和协调下，村里将一座废砖窑所在的
荒地租给我，当年就养了2万只鸡。”

2011年，买买提江·吾买尔提
议马玉林再扩大规模，实行机械
化养殖，并带着马玉林去博乐市
考察。回来后，买买提江·吾买尔
帮助马玉林申请了贴息贷款，建
成新的养鸡场，养殖规模扩大到
15万只。如今，马玉林的养鸡场
养殖规模达30万只，2020年产值
1300万元，实现利润80万元，解
决了本村 30名富余劳动力的就
业。全村蛋鸡养殖规模超过50万
只，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产业。

为提高土地效益，买买提江·吾买
尔带领党员试种苹果新品种，取得成
功后，村“两委”拿出1000亩最好的集
体土地，动员大家承包种苹果树。目
前，村里已有3000亩苹果园，亩均效
益从600多元提高到2000多元。

2001年，买买提江·吾买尔发
动大家养良种奶牛。良种奶牛价
格高，需要贷款，村里成立了小额
贷款担保中心，由村集体为村民贷
款提供担保。布力开村良种奶牛
养殖从无到有，建成了规模化的养
殖示范点。

2020年，布力开村集体收入
220万元，人均纯收入19523元，预
计今年村集体收入将突破300万元。

“老支书带领党员干部做的一
件件实事、好事，凝聚了人心，为今
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赛依
班木·木扎合买提说，“我们将以老
支书为榜样，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让党旗在布力开村高
高飘扬。”

魏永贵 加孜拉·泥斯拜克

买买提江·吾买尔：

富民路上“ ”

获得“七一勋章”倍感光荣

“能受邀到北京非常高兴，每
天都有新收获。”黄大发兴奋地说，
他到过北京14次，这一次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回想起上台领勋章的那一刻，
黄大发激动不已，“这是第二次和
总书记握手，倍感亲切和骄傲。”

接受记者采访时，黄大发不停
地用粗糙而有劲的手抚摸着那枚
沉甸甸的勋章。

在北京期间，黄大发每一天都
有新感动。7月1日，他与全国各
界代表一起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并登上天安门
城楼观礼，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以前，他想都没
想过这辈子能在天安门城楼庆祝
党的生日。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
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
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那一刻，黄大发
心潮澎湃，为祖国的强大感到自豪。

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黄大发既是见证者，又是
建设者。岁月如梭，他的初心不变。

修渠事迹写进党史馆

6月28日，黄大发和大家一起
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黄大发说，这是他第一次全方
位、全过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历程，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浓
墨重彩地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
怕牺牲史、为民造福史，让人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来之不易。

最让黄大发激动的是展览馆
里挂着他的照片，写着他事迹。“以
前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份荣誉，我只
不过是坚持把一件事做好。当时
想的就是带着大家苦干实干，能有
大米饭吃就行了。”黄大发说，自己
只做了一件事，党给了他最高荣
誉，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半个世纪前，黄大发带着全村
人，历时36年千辛万苦，用铁锤和
钢钎，在悬崖上凿出一条9400米
长的生命水渠。践行他的初心和
使命，也实现他对党组织和人民的
承诺，让草王坝人吃上了白米饭，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今天，86岁的黄大发响应党组
织号召，走家串户宣传党的好政
策，与村民促膝谈心，鼓励大家干
事创业，引导村民调整产业结构，
让生活越来越红火。

黄大发说，农民要过上好日
子，就要跟着共产党好好干，苦干
实干加油干。

“最贫困的几户人家都已经
搬进了小楼房，现在是二层‘小别
墅’遍地起，轿车开进农家院。”黄
大发满脸笑容地描述着草王坝如
今的景象。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从北京回到团结村，黄大发和
平常一样，给游客当讲解员，给党员
上党课，也给乡亲和孩子们讲述党
的好政策和当年修渠引水的往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我是共产
党员，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给了
我一切。这些荣誉同时也鞭策着
我，生命不息，就要奋斗不止。”黄
大发说。

民房变民宿，乡村变景区。如
今的团结村，除了吃上白米饭外，
民宿、露营、漂流、农旅基地等旅游
项目陆续入驻，彻底改变了这个身
处黔北崇山峻岭中的小山村。

团结村被评为市级乡村旅游
村寨、市级研学旅行基地，大发党
性教育陈列馆被列为贵州省第六
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团结村精品民宿营业以来，接
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精品民
宿、星空木屋和悬崖酒店成为网红
打卡地。

3年多来，团结村接待游客20
余万人次，收入4500万元，全村户
均增收2万余元，还带动了800多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在大发渠另一边，是仁遵高速
公路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大发
渠特大桥。在阳光的照耀下，红色
的桥拱如彩虹一般，与白色的桥墩
桥身相互辉映，气势磅礴。

据介绍，仁遵高速在团结村设
置了下道口。待这条高速公路通车
后，从遵义城区到团结村只需半小
时，团结村的致富路子将越走越宽。

产业发展让草王坝欣欣向荣，
但黄大发仍不忘当时修建水渠时
的初心——为了让老百姓吃上一
口热腾腾的白米饭。“以前不种水
稻是因为没水灌溉农田，现在有水
了，我们还得继续种出草王坝的优
质水稻。”黄大发说。

潘树涛 蒋洪飞

这是一个为乡村量身定制的服务平台，用于推介各地特色农产
品、特色工艺品、特色美食、特色美景等，欢迎乡村干部、第一书记、驻
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登台代言。

投稿邮箱：tougao@dxscg.com.cn
联系电话：025-58682591

我为乡村代言我为乡村代言

主持人主持人：：车车 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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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绣是苗族的传统技艺。为了让苗家刺绣走出大山，贵州黄平
县兴隆街党支部积极推行党员产业示范工程，将民族文化元素与现
代生活、时尚创意相结合，把民族手工产品变为
商品，推动民族特色手工产业发展。

在党支部的带动下，重安镇搬迁群众成立了阿
妹琪苗族刺绣厂，生产方式也由原始的手工制作逐
渐升级为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
效益，年产值达70余万元，让20多名搬迁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人均月收入达3000余元，同时也壮
大了集体经济。 （吕宗祐 曾昭松供稿）

博后村：恭迎八方宾朋
代言人：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第一书记 林志雄
电 话：13907573118

三山环抱的博后村，是一个黎族聚居村庄，有4个自然村，总人
口3680人。上世纪90年代，村民住的多是茅草屋，连温饱也成问
题。遇到台风来袭，海水就会倒灌，土壤盐碱化严重，水稻、番薯等庄
稼收成不好，到2012年村民人均收入只有5200元。

近年来，博后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依托亚龙湾国家度假区优
势，大力发展民宿、特色餐饮和文创产业，一栋栋老
宅摇身变成精品特色民宿。全村共有民宿48家，
客房1600多间，全年入住率超过65%，旺季更是
一房难求，跻身海南最大民宿村之一。2020年，博
后村民宿接待游客40.2万人次，营业收入6421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2.68万元，村集体收入86万元。

如今的博后村，碧海蓝天，山峦起伏，点缀在
山海椰林间的民宿，一年四季都在迎候五湖四海
的宾朋。

兴隆街：做大苗绣产业
代言人：贵州省黄平县兴隆街党支部书记 王守松
电 话：1587025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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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

“老支书好，我们是从遵义过来的，听说您从

北京回来了，特意来看看您。”7月3日，贵州省

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原草王坝村）游人如织，趁

着周末，各地游客纷纷来到团结村打卡。

“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带着沉甸甸的荣

誉回到家乡后，顾不上休息，热情地接待每一位

慕名而来的客人，与大家分享这份特殊的荣誉。

86岁的黄大发曾任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

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20世纪60年代起，他带领

200多名群众，历时36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

和双手，硬生生地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的

“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使草王坝

每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6万斤增加到近百万斤。

这条渠，被当地群众亲切誉为“大发渠”。

“我的一辈子用一个‘干’字就总结了，老老

实实地干，踏踏实实地干。”回想起修渠的经历，

黄大发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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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发巡查黄大发巡查““大发渠大发渠””。（。（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