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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坦言，在村里的这几年，她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越来越像一个农
民，她的心也和农民贴得更近、更亲。
但是，她明白身上肩负的使命，是带着
她的村民走出贫困。今年，在郑州市
物价局的帮助下，他们联系到爱心单

位，为每一位村民购买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将村里的水泥路修到了贫困
村民的家门口，还为全村村民购买了
洗化用品，在全村开展大扫除，让他们
的村子亮起来、美起来。利用建档立
卡摸清贫困底数，开始一项一项将党

的扶贫政策落到实处，村民也亲切地
称王红是村里的“荣誉村民”。王红欣
慰地说，担任第一书记两年多来，最大
的收获是深层次了解了农业、农村和
农民，是她的村民帮助她丰富了自己
的人生。

47岁城市妞死心塌地当“农民”
千户寨村第一书记王红不仅虚心求教学习种地

还为村里争取资金发展集体经济

“哎，闺女，蒜种地里了吗？累不
累？”见到千户寨村第一书记王红的时
候，她正在和村里的大娘讨论种蒜的
事。放眼望去，收割完玉米、谷子的田
地除了长出麦苗的地方，到处都是修整
好的黄土地。王红告诉记者，他们准备
种蒜。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王伟杰 文/图

城市姑娘进村
当960多名村民的“第一书记”

王红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姑娘，47岁以前，她
对农村的粗浅认识仅仅来源于旅行途中的农家
乐，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成为新郑市千户寨
村960多名村民的“第一书记”。2015年，当她从
郑州市物价局派驻到千户寨村时，没有任何犹
豫，她义无反顾地打起行装，来到具茨山脚下这
个三县界的小山村。

“尽管做足了思想准备，但村里的现状依
然让她吃了一惊：具茨山千户寨村全村 960多
人口，分散在几个山沟的 7个自然村中。没来
之前，我以为是一个炊烟袅袅、人人乐居的美
丽山村，来后才知道就是个空心村。960多人
的村子，留在家中的不足 300人，大多是老人、
儿童和妇女。第一次召开支部大会，40多人的
党支部只来了十几个老人，一个多小时的会
议，在老人们的争吵中不欢而散……村里时常
停水断电、夏天有围着人飞成团的苍蝇蚊子、
买袋盐要跑上几公里。”王红说。

把村民当老师
虚心学习找思路

境况不好怎么办？那就从当学生开始。
王红虚心向邻居学习种菜，和村民成了好朋
友；去田里学习农作物的品种和长势，借此了
解到农民的所思所想；和村民拉家常，知道了
村民对易地搬迁政策的担忧和期待。天长日
久，她慢慢有了农民式的思维，冬天她会盼着
下雪，希冀来年有个好收成；夏天，她会盼着
来场透透的雨水，给村里望天收的农田送来
甘霖。

于是工作有了抓手，六一前夕，王红安排郑
州市物价局为村里的47名留守儿童送去了书包、
文具，让孩子们感受到节日的快乐；七一前夕，又
为村里80岁以上贫困党员送去了大米和食用油，
让这些上世纪5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感受到党的
关怀；中秋前，为村里孤寡老人送去月饼，让他们
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春节前夕，积极协调慈善总
会等单位，为村里的66户贫困户送去温暖。

王红组织郑州市中医院和郑州二院的专家
到村里开展义诊，送医送药，将郑州市眼科诊断
车开进千户寨村；村里的机井水泵坏了，全村人
吃水成了难题，她积极协调局里，出资12000元，
为村里修好了水泵，解决了全村的饮水困难，又
出资9900元，为村民六组接通了自来水管，结束
了六组没有自来水的历史。2016年，千户寨村
作为新郑市试点村，他们制定的脱贫帮扶计划
成为新郑市的模板；2017年的扶贫攻坚战中，他
们顶着烈日和40℃的酷暑，走街串户，将2015年
以来的贫困人口全部摸排一遍，为贫困户建立
了贫困档案和脱贫明白卡。

岁月流逝，走遍了具茨山的沟沟
坎坎，她对扶贫工作有了新的思考，但
是真正下决心走集体经济这条路，却是
源于一场车祸。

2016年初，二组村民赵林山被自
己家的三轮车碾过腰部，脊柱断裂，
全家看遍了郑州和新郑的医院，借完
了所有能借的钱，只好带着伤病未愈
的赵林山回家了，十几万元的债务就
像一座大山，压在全家人的身上。而
这一切，源于一个仅仅几元钱没有及

时更换的刹车片。王红跟村主任来
到赵林山家时，全家愁云密布，看不
到生活的希望。林山嫂子绝望的哭
诉，引得王红和她一起落泪。王红当
即决定在局里开展一次爱心捐款。
郑州市物价局全体干部职工伸出爱
心之手，一天内为赵林山捐了 6610
元，帮这个家庭暂时渡过难关。但是
这也引起了王红的思考，俗话说，救
急救不了贫，村民致贫和返贫的主要
原因是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的

能力太低，又因为穷，受教育少，村民
遭遇意外伤害的概率更大。改革开
放 30多年，村民又回到一家一户单打
独斗自己过日子的局面。

为赵林山捐款，帮助这个家暂时
走出困境，但是更多赵林山这样无力
自救的贫困家庭仍牵挂着她的心，
怎样让这些贫困群众走出困境呢？
到河南西辛庄、江苏双联村学习
后，王红一直思考如何通过发展村
集体经济，带领村民集体致富。

通过一年多的调查走访和帮扶
工作，王红深深感觉到发展村集体经
济、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是将村民牢
牢凝聚在村两委周围、带领农民集体
致富的一个重要抓手。他们有地处具
茨山风景区的地理优势，有如此好的
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有丰富的艾草
等中草药，更有村民脱贫致富的迫切
愿望。他们请来省科学院的旅游地理
专家指导，最终确定了以农家休闲旅
游为主要特色的民宿旅游，将千户寨
村融入具茨山大开发的项目中去，在
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制订了《河南省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实施方
案》。由于他们的切入点与国家的旅

游扶贫政策相符合，千户寨村得到了
县、市、省三级的认可，很快就拿下了
新郑市唯一一个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试点的名额，为村集体争取到 160.8万
元的项目启动资金。

今年 3月，千户寨村成立“千户老
寨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与新郑市
UFO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由 UFO公
司首批注资 2000 万元，打造具茨山
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4月，他们又
申请郑州市基础设施建设奖补资金
300万元，对苏家门村的沟渠进行整
修，进一步完善千户寨的基础设施。
她与村两委集体商议，依托具茨山旅
游资源优势，将千户寨村打造成以

“一间屋、一分田、一片花海、一座
山”为主题，以乡村风光为特色，集原
种种植、黄帝文化、休闲养生为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利用易地搬迁留下
的民居和菜园，为郑州市民提供休
闲、农耕、住宿一体化的特色旅游服
务，把千户寨村打造成为郑州市的后
花园。千户寨村通过发展集体经济，
提高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把村
民重新凝聚在村集体的周围，增强村
民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的能力，
共同致富奔小康。同时，也为村民提
供了本地就业的机会，能让村民在
家门口安居乐业，让千户寨村 255户
960名村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村民遭遇横祸一贫如洗 促使她谋划发展集体经济

考察学习制订方案 为村里争取资金160.8万

在村里待出真感情 帮助群众也是丰富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