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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里建支部’的组织模式，
打破了传统党组织设置模式，由原来的

‘县—乡—村—组—户’，一级管一级的
传统地域管理模式，转变为‘县—乡—
合作社—合作组—户’主动结合模
式。在这种组织模式中，草莓经济成
为乡和户的纽带，使有共同愿望、共同
需求、共同利益的党员自发地组织到一
起，大大激发了农村党员群众参与发展
社会经济的内动力。通过开展技术培

训、资金帮扶、销售服务等措施，增强了
群众对党员、党组织的依赖性和信任
度，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姚家镇党
委副书记阎恒坡评价说。

小小草莓给村民带去了甜甜生活，
在合作社里建的党支部就像一个能量
场，源源不断向外辐射传播正能量，而
这种正能量的凝聚、释放,又为党支部
的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扩大了它的影
响力和覆盖面，增强了基层党建工作活

力，密切了党群联系，真正探索出了一
条草莓兴农的示范之路。

对于未来合作社发展，李峰描绘
出了美好蓝图：和中科院合作开展了
草莓深加工项目，开发制作草莓酱、草
莓酒等产品；在政府的支持下规划“农
家乐”项目，建充满农村特色的“老
街”，让城市居民也来体会原汁原味的
农家生活,进一步让咱村民的钱袋子
鼓起来……

党组织“唱主角”、当好“火车头”

2006年，在李峰的推动组织下，全
县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春峰草
莓专业合作社成立，并同时注册了“春
峰”牌商标。

合作社的搞法，令乡亲们耳目一
新：统一种植品种、统一购买生产资
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生产标准、统
一产品商标、统一销售产品;李峰最为

超前的是，他还购置电脑并开设了草
莓销售网站。

这一下，花费等成本大大降低，丰
产高产及销路瓶颈打破了，山东、辽
宁、北京、天津等地的客商通过网络争
相订购。

李峰还根据生产实际，开发了四层
棚膜覆盖、蜜蜂传粉、大棚套种等新技

术，使每亩地平均收益提高到3万元。
如今，春岗村户户加入合作社，全

村大棚上千，家家都盖起了小楼，很多
家庭买了汽车，看到种草莓能够有这
么好的收益，邻村农民纷纷加入合作
社，姚家、韩寺、大孟、郑庵等乡镇发展
草莓10000多亩，小草莓让庄户人越过
越红火。

小草莓让庄户人越过越红火

走进春岗村党员活动室，东面墙
上有一棵绿色“心愿树”惹人注目，每
个枝叶上，都有村民们许下的心愿。

“我叫宋国军，我想让帮我引进
草莓新品种”“我叫李亚茹，想让党员
送我一台学习点读机”“我是姚发中，
我希望改良土壤、解决土壤板结问
题”……每一张心愿卡后面，都附有
电话。

村民的每一个微心愿，都由党员
来“认领”，逐一帮助解决。

一个普通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为啥要成立党组织？问到这个问题，
本来不善言辞的李峰一下子语速快了

起来……
那是 2009 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雪，将春岗村村民的竹竿大棚全
部压塌，草莓毁了，人心也都散了。

如何让大家重振精神？在李峰的
心中，突然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我们
能不能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在合作
社里成立党支部，让党员成为大家的
主心骨、顶梁柱，有了党支部，人心就
会被拢在一起。

经过申请，合作社先期成立了党
组织，党员们带头盖起了更为坚固的
钢管大棚。跟随着党员们的步伐，很
多村民也开始行动起来，在合作社的

帮助下，纷纷建起了新大棚。
“可以说，合作社以前的关系就

是一张纸，比较脆弱，管理也很松
散。自打有了党支部，俺们的真实感
觉就是更有保障了，人心也有着落
了。”说起成立党组织后的变化，李峰
由衷地说。

合作社党支部成立后，充分发挥
了支部内党员的作用：盖大棚、种草
莓，需要资金、需要销售渠道，党员有
的帮助村民协调贷款，有的帮助引进
客户、联系买家，有的帮助积极引进草
莓新品种，有的帮助村民提高种植技
术，努力改变生产条件……

走在春岗村一排排大棚间的小道
上，你会发现有些大棚外安放了“党员
示范户”的醒目标示牌。

“村里的群众看的啥？都是看
咱党员呢！”60 岁老党员郑兆来说，
党员是一张最好的“金字招牌”，有
了这样的标示牌，党员名字插在田
间 地 头 儿 ，不 仅 让 党 员 有 了 自 豪
感、责任感，他们千方百计也要把

自己的草莓种得更好，这也就树起
了标杆，让村民有了学习的榜样，
有很多来到大棚采摘的人，都是冲
着党员的牌子，冲着对党员的信任
来的。

“作为一名党员，俺们带头干，不
仅自己富了心里高兴，群众也跟着富
了，你说谁最牛？俺觉得还是咱共产
党员带着大家一起牛！”郑兆来开心

地说。
有党组织“唱主角”、当“火车头”,

合作社发展就驶入了快车道，不仅带
富了村民，也使春岗村形成了良好的
社会风尚。

以前春岗村的脏乱差，如今村民
生活富裕，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骂大
街的也不见了，大伙儿都忙着种草莓、
搞推介、谋发展。

党员是一张最好的“金字招牌”

■核心提示
1999年，在仅4分大小的田地上，

他种下了100棵草莓种苗。
2005年，他当起了草莓种植带头

人，免费提供种苗，带动本村49户村民
搭起了80多个大棚。

2016年，他所在的姚家镇22个行
政村全部种上了红彤彤的草莓，种植面
积已逾7000亩，在他所创办的春峰果蔬
专业合作社的带领下，中牟县已有8个乡
镇种植草莓，总种植面积达12000亩,亩
均收入达3万元。

他就是省人大代表，中牟春岗村党
支部副书记，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理事长李峰。

“我们成功的秘诀是：合作社里建支
部，党员带着社员富。”李峰说，“合作社
党建的中心任务,就是使党建工作与合作
社的经营发展深度融合，以前农民‘单枪
匹马找市场’，有了合作社,农户抱团闯市
场。设立党支部，就等于给合作社又装
上了火车头，动力足、跑得快，农户的日
子越过越好了！”
郑州报业全媒体记者 裴蕾

位于中牟县姚家镇西部的春岗村，拥有
586 户 2600 多人，耕地 5270 亩。过去村民
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收入捉襟见肘。自从
种植草莓，尤其是加入合作社以后，日子越
过越红火。2015 年，人均纯收入近 2 万元，
其中草莓种植收益占到85%以上。

村民们都说：“是李峰带我们一起致
富的！”

1986 年，李峰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县农
业局办的农业广播学校。三年的刻苦学习
使他掌握了作物栽培、育种等方面的知识。

1999 年，他从杂志上看到南方人种植
草莓，亩收入 3 万元，立刻跑去考察并带回
了100多棵草莓苗开始试种。

开始时，村里人并不看好这种没见过的
小苗苗，都说他是“瞎折腾”，李峰却很看好这
项“稀有”项目。当年，虽然只种植了4分地，
因物以稀为贵，春节期间被当地市场客户上
门一“抢”而光，没出家门就收入4000多元。

这下，大家服气了，随后全村建成了 18
个草莓大棚，成熟季节，甚至发生了小贩儿
进棚“抢摘”的事儿。

然而问题来了：种植户一多，相互之间
的“技术壁垒”形成了，销路不畅了，最原始
的“挎篮上街叫卖”出现了，当天卖不完的草
莓，不得不倒进河沟里……李峰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从那时起，一个解决的办法逐渐
在他脑中酝酿、成型。

“是李峰带我们一起致富的！”

合作社里建支部
党员带着社员富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郑州市委2016年
第二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坚决落
实省委和市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新部
署新要求，对做好今年我市第二轮专项巡
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郭锝昌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焦豫汝主持
会议。

今年市委第一轮巡察从 3 月 25 日启

动，对管城区和上街区进行了常规巡察，
采取“一托二”的方式对市属四所高校进
行了专项巡察，向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移
交问题线索 69 件，向被巡察单位转办交
办问题线索 137 件，发现问题的质量、监
督的综合效果持续凸显。

今年第二轮专项巡察将采取“市县联
动”方式，对扶贫领域开展专项巡察，市和
各县（市）区同步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
察。同时将继续采取“一托二”的方式，对
10 个扶贫领域的市直单位开展为期 1 个
月左右的专项巡察。

就做好本轮巡察工作，郭锝昌提出三
点要求，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巡
视巡察工作新部署新要求，增强做好巡察
工作的责任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省委对形势的科学判断、要求规范和
决策部署上来；二要坚持政治定位，深化
政治巡察，扎实做好第二轮专项巡察。要
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三大问题，提升巡察发现问
题的高度，突出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
题，提高巡察发现问题的质量，坚持挺纪
在前，严明巡察工作的政治标准，落实政

治责任，强化巡察成果的运用；三要加强
组织领导，切实提高巡察工作水平。要强
化主体责任，严格纪律要求，狠抓队伍建
设，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责任体系，
打牢组织基础，不断取得新的工作成效，
为推动郑州市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焦豫汝强调，
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定工作信心；认真组
织培训，强化政治巡察；树立大局意识，上
下密切配合，扎实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
察，圆满完成市委部署的第二轮巡察工作
任务。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郑州市委启动今年第二轮巡察
扶贫领域是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