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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头，兰永杰看到一位老
人正在打扫卫生，疾步上前向老
人问候，“老人叫范建安，今年 72
岁，是我们的老村长，为小王村的
发展一辈子呕心沥血，兢兢业
业。”兰永杰说，在一块花生地头，
兰永杰拉着另一位老人的手向记
者介绍，“老人叫王书山，今年 70
岁，当过兵，是个老党员。”

“把父老乡亲装在胸膛就是
不忘初心。我现在最专注的就是
孝道文化，提倡懂得感恩。我是
农村出生的，从小家里就是这么
教育的。一个村由百十个家庭组
成，孝道是促进家庭和谐的基
础。我与村里的老人聊天时，能
感受到老人对孝道的需求。”

据了解，经过多方共同努力，
小王庄村民收入及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提高。据统计，享受政策建档
立卡户的人均年纯收入由2017年
度的 4500元提升至 7000余元，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由2017年度的9万

元提升至2018年度的14.8万元。
小王庄村的产业发展模式，

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经验被
郑州市扶贫办推广，兰永杰荣获
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创新奖，被河
南省委、省政府联合表彰。小王
庄村干部群众对帮扶工作给予很
高评价，为表达情感，村民自发将
村内主干道命名为“黄河路”。在
中牟县组织的驻村第一书记及工
作队年度考核中，村民满意度达
100%。

在小王庄村村民心目中，驻
村第一书记兰永杰永远都是一个
和他们一样的农民，在小王庄村，
田间地头家长里短，进家串户嘘
寒问暖，考察市场东奔西走，惠农
亲民真情实意。一日三餐自己动
手，经常煮半锅大米饭分成三顿
吃完。岁月的风霜已在他身上留
下厚重与沧桑，朴实的衣裤，黑面
白底方口布鞋，满头华发，皮肤黢
黑，仰天一笑，从容豁达。

“兰书记中啊，光办实事，群众信赖他！”
——记中牟县刁家乡小王庄驻村第一书记兰永杰

7月11日凌晨4时47分，兰永杰在他的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又‘折腾’了一夜，晚
安，刁家；早安，小王庄。”

“昨夜杨延辉副乡长和我们重新梳理小王庄村的扶贫工作，看看目前还有哪些不足的
地方。费了老鼻子劲了！要挨家挨户一个一个过一遍。一是看有没有漏名、漏评、错评、错
退的人。二是把边缘户都挨个再查一查。哪一个帮扶措施不合适，我们及时调整。三是看
看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啥问题没有。四是看看村里的产业可不可以再谋划谋划。”

早上7时，兰永杰吃过早饭后，沿着村道信步走去，初升的太阳照在满目青翠的小王
庄，整洁如洗的楼房，迎风摇曳的石榴树，道路上，驾驶机动三轮车赶往田地的乡亲，迎面
打着招呼“兰书记早啊！兰书记吃过了！”放眼望去，大田里挺拔的玉米，茁壮的花生，茂密
的豆角架，白花花亮闪闪一望无垠的日光温室，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兰永杰心旷神怡，情
不自禁哼唱起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实习生 崔一硕

小王庄村位于中牟县刁家
乡中南部。2017年11月7日，受
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委派，兰永杰
风尘仆仆赶到刁家乡小王庄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入村伊始，兰永杰就被群众
围着反映问题。兰永杰走访调
研发现，小王庄村干群间存在的
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缺乏有效沟
通，群众不信任干部，干部怪群
众不给力，本职上是党建的缺
失，没有在群众中树立党员干部
的威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兰永杰首先在村“两委”干部中
开展“自信”建设活动。在思想
上实施“定期洗澡”制度，由村党

支部定期组织村“两委”干部定
期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并开展批
评和自我评比，查找工作中出现
的偏差，查找个人工作和生活作
风问题，看自己是不是值得群众
相信。

在作风上开展“补钙教育”，
通过学习先进村的经验，让村
“两委”干部认识到只要自己思
想端正，是为群众办事的，就应
敢于放手大胆去做，就应敢于担
当群众主心骨，否则就是失职。

在党员队伍中开展“党魂”
建设活动。增强党日活动的仪
式感，通过一次次唱国歌、宣誓，
不断提醒党员的入党初心。

筹划实施党员“亮身份”，在

村里主干道悬挂印有每个党员
肖像和“我是一名优秀共产党
员，我愿意为小王庄群众服务”
承诺的宣传版面，时刻接受群众
监督；开展党员“定岗”和义务劳
动，为党员搭建一个为群众服务
的平台。

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扩
大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定期通过村微信群和微信公
众号向群众通报相关工作情况，
征求群众意见。

“党魂，是父老乡亲心中的
一盏灯”。小王庄村的干群关系
很快得到改善，今非昔比，村“两
委”干部自信和主动，群众信任
支持，党委政府褒奖鼓励。

今年 53岁的秦海莲正在自
家日光温室里，用竹竿儿不停敲
打西瓜秧子，说起兰永杰，秦海
莲脱口就说：“兰书记中啊，一来
俺村，又是铺路又是建棚，光办
好事，群众都说兰书记不赖。”

上任伊始，兰永杰便从完善
基础设施入手，打通村道，并通过
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投资55万元，
新建造大跨度新型温室水果蔬
菜标准大棚5座。当时小王庄村
产业主要是草莓和莲藕，后经过
市场调研，发现莲藕供过于求。
兰永杰果断对莲藕种植进行减
量，主要还是发展草莓。为了促
进发展，小王庄村建立了让村委

当大股东、若干村民当股东的运
行模式。

“兰书记光行好，净操心
啦。”秦海莲去年试着建了一个
大棚种草莓，收益大出意料，她
决定再建一个大棚，兰永杰说：
“你放心建，销路甭操心。”秦海
莲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产业规划实施，不采用行
政命令手段，推行‘种植实验’引
导措施，让群众看到赢利，然后
自发参与。”兰永杰说。

通过以上措施，2018年小王
庄村村民自筹资金建设草莓种植
大棚50多座，2019年2月中旬自
筹资金发展果木园300余亩；围绕

草莓种植与采摘，拉长产业链条，
实施了农业综合体项目：首先引
导村民继续扩大草莓等种植规
模，更新种植品种，开展规范化种
植，将草莓做专做精，从低端市场
向中高档市场转型；其次立足于
草莓种植与采摘，发展林果种植
业，种植桃树、苹果树等300余亩，
发展旅游观光采摘业。

目前，全村发展草莓大棚90
个，莲藕 50亩，每年为小王庄村
村民带来净收益310余万元。依
托“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在生产、收割、存储、运输、
销售等环节，优先使用本村劳动
力。“我刚来的时候统计过，小王
庄塑料大棚大概有70个，2018年
底有 155个大棚，今年还在继续
建，预计会到200个。”兰永杰说。

最使兰永杰欣慰的是自从
种大棚以来，村里的风气改变
了。“2017年我来的时候，村里打
麻将的不少。现在除了抱着孩
子的妇女和年老体弱的，基本上
都下地了。”

现在的小王庄已经摘掉“贫
困村”的帽子，全村已有 65户顺
利脱贫。兰永杰表示，将发展
“互联网+农业”，提高市场客户
黏度，促进草莓和其他种植业发
展；充分利用村东废弃河道，经
过开发，开展乡村旅游，通过生
态发展来实现乡村振兴。

“自从在农民夜校学习了专
家传授的微生物杀虫原理，俺已
不再用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了，
改用生物菌加物理措施防治，俺
村现在是无公害蔬果供应基地，
食品放心了，销路自然就不愁
了。”村民范国伟兴奋地说。

兰永杰和“两委”干部以合作
社为平台，组建内外两个专家服
务团，内部专家服务团由村种植
能手组成，定期组织种植情况分
析会，并为村民和会员提供免费
技术指导；外部专家服务团由村
合作社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木
所、河南省农科院、中牟县农委
植保部门等合作，组织外聘专
家指导村内技术专家服务团开展
技术服务。

组建了兼职农民经纪团，培
养农业经纪人 10名，主打销售农
产品。同时联系郑州市和新乡商
超，帮村民卖农产品。组建了种
植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科技公司，
初步搭建了村经济发展平台，为

村产业升级和经济良性发展奠定
了基础。申报了草莓绿色食品认
证和黄瓜、西红柿等蔬菜品种的
无公害认证，申请安装了农产品
质量可追溯系统，为农产品销售
奠定了扎实基础。

积极联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
木所专家，为村种植户讲解草莓
种植技术，帮草莓种植户购置草
莓苗。

联系郑州人保财险，以个人
仅承担保费的 10%的价格为大棚
种植户办理保险，增强了大棚种
植抗风险能力。

目前，小王庄开始申办国家
三品一标和绿色食品认证。有了
这个监测系统的标识。就是让农
产品又上了一个台阶。

市场决定生产力，兰永杰号召
村“两委”协调各种各样的关系和
媒体来宣传小王庄的草莓，包括在
各类会议进行宣传。“我也不断在
我的朋友圈进行宣传。”目前小王
庄的草莓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党魂 是父老乡亲心中的一盏灯

发展 当干部就是要操群众的心

市场 蔬果无公害，销路不用愁

初心 把父老乡亲装在胸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