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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亮， 今年

71

岁， 在村党

支部书记这个职位上 ， 一干就是

15

年。

在他的带领下 ， 孟州市大定

办事处段东村从一个远近有名的

穷村 、 乱村 ， 变成了富甲一方 、

文明和谐的 “明星村”， 先后获得

全国 “先进文明村镇 ” 、 河南省

“五好党支部 ” 等荣誉

100

多项 ，

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媒体先后

90

多次报道该村的经验 ， 他本人也

先后获得

140

多项荣誉。

“两眼一睁， 想着段东。” 是

段东村群众对王义亮的评价。

他与国内食品巨头 “掌柜 ”

集团攀亲结缘 ， 靠诚信和环境 ，

把投资

3．5

亿元的方便面生产项目

引到了段东村。

他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 ， 组

织

12

户农民牵手 “杜志尚蔬菜专

业合作社 ”， 使每户人家年增收

2300

元。

他组织二组群众流转耕地

40

亩种 “铁棍山药”， 一亩地一年增

收了

1

万多元。

他多 方 筹 资

8

万 元 ， 建 成

了廉政文化苑 ， 为群众提 供 了

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 他又 多 方

筹 资

10

万 元 ， 建 成 了 文 化 广

场 ， 安 装 了 健 身 器 材 ， 栽种了

名贵花木。

去年 ， 段东村的人均纯收入

达到

6880

元 ， 比

1995

年的

1400

元高出

5480

元。

王义亮为乡亲们办了多少事

儿 ， 请看这样一组数字 ： 他带领

乡亲们投巨资 ， 硬化了全村大街

小巷

3742

米； 电改线路

5666

米；

建成了孟州一流的小学和幼儿园；

打百米深井让群众吃上了安全水；

建成了功能齐全的

1300

平方米的

文化活动中心；

4

家倒闭企业改制

获得新生 ；

80%

的农户盖起了楼

房 ， 汽车和冰箱 、 空调等家用电

器进了农家……

段东村的老少爷儿们高兴地

说 ： “如今的段东人 ， 真正过上

了老有养 、 少有教 、 住有居 、 乐

有场的幸福生活 ， 比起城里人 ，

生活一点都不差。”

“一个心眼儿 ， 为了群众 。”

乡亲们提起他们的老支书 ， 几乎

众口一词。

个体户张国栋办企业缺少资

金， 王义亮给他送去了

1

万元。

下岗工人张西山想喂奶牛 ，

王义亮帮他办起了饲养场 ， 还给

他请来了技术员。

下雪天 ， 王义亮看到困难户

张天林只盖一条棉被子 ， 立即回

家抱来两条新棉被送给他。

下雨天 ， 王义亮看到村民张

相中一家挤在两间危房里 ， 就动

员党员干部集资

6000

元钱， 找人

帮他家盖起了新房。

在城里上班的张桂荣下岗回

村后 ， 生活没有了着落 ， 王义亮

帮她开办了一家面条加工厂。

村民张仲印 ， 过去是个谁都

不敢惹的主儿 ， 王义亮帮他做思

想工作 ， 还帮他建起了养鸡场 ，

一年收入

2

万多元 。 现在他还盖

起了两层楼房， 日子越过越红火。

王义亮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当干部

15

年， 干干净净、 清清白

白 ， 从不沾村里一分钱光 ， 从不

搞吃请， 在段东村

15

年的报销记

账簿上 ， 没有报销过一笔吃请招

待费用。

15

年， 王义亮为村里的老少

爷儿们受了多少苦、 吃了多少亏、

办了多少好事 ， 他都记不清了 。

可段东村的干部群众心里却装着

一本感恩的账。

王义亮在段东当党支部书记

第十个年头这天 ， 市 、 乡领导都

来了 ， 全村干部群众敲锣打鼓 ，

把一块上书 “段东巨变功臣 ” 的

大匾挂在了王义亮家的门头上。

他还先后获得河南省劳动模

范 、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 河南

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 河南省 “五

个好 ” 村党支部书记 、 焦作市十

大新闻人物和感动孟州市十大人

物等荣誉称号。

记者问王义 亮 今 后 有 啥 打

算 ， 他憨厚地笑笑 了 说 ： “还

是那句话 ， 活着干 ， 死了算， 为

段东村老少爷儿们服务的心永远

不会变。”

在焦作农业战线，有这样一位

干部 ：农田是他的工作间 ，丰产丰

收是他每天的追求。

这个把农田当做工作间、把丰

产丰收作为每天追求的人，就是修

武县农业局局长杨法谊。

24

年前毕业于百泉农专、任职

农业局局长

4

年的杨法谊， 为了实

现这个追求，为了实施粮食高产创

建，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汗水。

修武是个农业小县， 面积小、

人口少、产量低、没特色。 为改变这

种现状，杨法谊从当上局长的那天

起，就发誓要把农业小县打造成粮

食高产、优质、高效的强县，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全省、全国粮

食生产树立样板。

说来人们可能不相信， 杨法谊

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工作在田

间地头，指导农业、农民生产，修武的

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他为 “泥腿子局

长”。这些年，他亲自抓的粮食高产创

建示范点就有

100

个村、

1000

多户农家。

由于他长期在农田奔波， 过度

的劳累使他患上了股骨头坏死病，

不能正常行走， 可他从不离开粮食

高产创建的一线。病轻时，他三天两

头到田间，不能长时间站立和走路，

就随车带有小板凳， 到田间地头指

导高产创建工作。病重时，他心里也

放不下高产田， 经常一拔掉输液针

头，就奔向农田，劳累一天后，回家

自己做康复按摩。 去年秋季高产创

建，在玉米关键生长环节，他几乎每

天都奔波在玉米示范田里， 推广玉

米高产栽培技术，指导农民施肥、浇

水、施药，常常是一身泥土一身汗。

为了推广良种良方，杨法谊下

河北 、跑山东 ，从全国各地引进推

广了 “百农矮抗

58

”、“浚单

22

”、水

果玉米 、晚秋黄梨 、奶油西瓜等特

色优良农作物新品种

50

多个，推广

农业先进适用技术上百项，为修武

农业丰产丰收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他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他亲自指导建立了小麦、玉米

8

个万亩示范片 、

32

个千亩丰产示

范方、

48

个百亩高产攻关田和

64

个

小面积超高产攻关点；培植了

1000

多家高产示范户，粮食高产创建示

范田单产连年上台阶。

2008

年， 郇封镇小文案村百亩

超高产攻关田小麦单产达到

718．2

公

斤、玉米亩产达到

805．8

公斤，夏秋两

季粮食平均亩产达到

1524

公斤，百

亩连片亩产吨半粮开全国之先河。

2009

年，周庄乡小麦百亩超高

产攻关田和小面积超高产攻关点

平均单产分别达到

722

公斤和

732．2

公斤，再创全省之最。

2010

年粮食高产创建刷新了夏

粮万亩示范片小麦单产

689．5

公斤、核

心示范区小麦单产

726

公斤、 万亩示

范片夏秋两 季 小 麦 、 玉 米 单 产

1526．3

公斤的三项全国纪录。

今年麦收前，全国著名小麦育

种家茹振刚 、“周麦

22

” 育种人和

“怀麦

233

”育种人 ，亲临修武实地

验收栽培成果后 ，分别用 “震惊 ”、

“吃惊”和“不可想象 ”的赞叹来称

赞杨法谊为粮食高产创建作出的

杰出贡献。

今年

6

月

7

日，经省农业厅组织

专家对该县部分小麦高产创建田

测产验收，该县

6.5

万亩连片丰产方

单产达

671.6

公斤，百亩超高产攻关

田实产验收突破

750

公斤

/

亩大关，

单产达

751.5

公斤，均创同面积小麦

单产全国纪录。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杨法谊在粮食高产创建和农业生

产领域取得了惊人的业绩，赢得了

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郭天才这样评价他 ：“像杨

法谊这样扑下身子抓粮食开发、抓

农业生产的局长不多见，他为粮食

高产创建 ，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和粮食生产作出了贡献，树立了样

板，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

焦作市农业战线的广大干部

群众这样称赞他 ：“他是焦作广大

农村干部的一面旗帜。 ”

“这几年 ，修武粮食高产创建

叫响全国，农民群众收入大幅度增

加，杨法谊功不可没。 ”修武农民群

众这样评价他。

面对一片赞扬声，朴实憨厚的

杨法谊并没有满足，他说：“我做的

还很不够， 我还要继续倾力奉献，

多为国家粮食生产出力，多为老少

爷儿们造福。 ”

在我市农业科技战线上有一

面旗帜 ， 他就是被人们称为 “论

文写在怀川大地 ， 成果留在千万

农家” 的段新国。

段新国对怀川 “三农 ”不是一

般的熟悉。 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小学、中学在农村念书 ，大学在河

南农业大学就读。 大学毕业后，他

从一名普通的农业技术员成长为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从一名基层

干部成长为一名专家型领导，在我

市农业科研战线摸爬滚打了

20

多

年，被国务院授予 “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称号，被河南省委、省政府命

名为“河南省优秀专家”称号。

1985

年， 段新国从河南农业

大学农学系毕业 ， 分配到市农技

推广站工作 ， 怀川这片沃土为他

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 。 由

他主持的研究课题 《焦作市

80

万

亩小麦高产综合栽培技术推广应

用 》 获国家农业部二等奖 ， 但他

并没有满足 ， 他还有一个更高更

大的梦想———把怀川打造成全国

粮食高产的典范 。 在随后的几年

里 ， 他带领同事们 ， 先后实施了

《焦作实现年亩产吨粮市综合配套

技术研究与推广》、 《焦作市

160

万亩优质小麦种子标准化繁殖技

术研究与推广 》 等一系列重大课

题 ， 获得国家和省 、 市科技奖励

18

项， 为我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吨

粮市、 小麦千斤市作出了贡献。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

寒来。

10

余年的基层工作经验铸

就了他沉稳干练、 科学务实的职业

素养。

2002

年， 段新国走上农业

局副局长的岗位后， 深知自己肩负

的使命更加重大。 他先后组织实施

了焦作市 “八五”、 “九五” 粮食

生产规划、 吨粮市建设、 小麦千斤

市建设等重大课题， 主持制订焦作

市 “十五 ”、 “十一五 ”、 “十二

五” 农业发展规划、 农业产业化工

作意见等。 使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

一年一个新台阶， 有效促进了全市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9

年， 段新国上任市农林

科学院院长。 这是一家与共和国同

龄的老科研院所， 封闭的科研体制

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 差额拨

款、 项目少、 经费少、 科研成果难

以转化、 科技人员人心涣散。 农林

科学院的出路在哪里？ 段新国再次

面临人生又一个巨大挑战。

根据多年从事农业工作的实

践经验， 段新国深入科室、 基层，

与科研人员促膝谈心， 查困难，摆

优势 ，找出路 ，集思广益 ，会聚民

智，提出了“科研是立院之本，开发

是强院之路 ”的办院方针 ，确立了

建设一流的农林科技创新中心、一

流的农林科技展示中心、一流的农

林科技转化中心的奋斗目标。 紧接

着 ，项目申报 、基地建设 、科研攻

关、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科技培训

等工作全面展开。

段新国利用

20

年的市场推广

经验 ， 为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架起了桥梁。 在段新国的带领下，

建院两年来 ， 市农林科学院选育

出国审和省审小麦 、 玉米 、 水稻

作物新品种 ， 主持实施的粮食高

产创建领先全国 ； 成功举办了国

家

973

项目 “重要农作物核心种

质构建 ” 年会和全国小麦新品种

观摩会等

4

个国家级学术会议 ；

获全国农业丰收奖

1

项 、 市科技

进步奖

1

项， 通过省级鉴定

2

项；

在国家 、 省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36

篇 ， 出版发行科技专著

2

部 ；

在全国率先提 出 建 设 农 业 科 技

“流动大学” 的崭新思想， 构建了

由科技专家 、 示范基地 、 科技企

业共同参与 ， 市县乡村联动的农

业科技培训机制 ， 示范推广新品

种

39.8

万亩， 增产粮食

5100

万公

斤， 增加农民收入

9686

万元， 实

现了科研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 统

筹全市农业科技资源 ， 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 ， 组建了种子科技产业

联盟 、 化肥农药科技产业联盟和

科技教育产业联盟 ， 提升我市农

业核心竞争力 ， 实现了科技与产

业深度融合 。 中央电视台 、 光明

日报、 河南日报等

10

多家主流媒

体对他的事迹相继作了报道。

现在 ， 他仍以饱满的热情 、

严谨的态度 ， 精心谋划着市农林

科学院美好的未来 ， 谋划着怀川

大地金色的收获。

6

月，收获的时节。

怀川，一方充满希冀的热土。

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之际， 经我市农口相关部门及各地推

荐，从不同板块、不同岗位，精心挑选出各个方面的优秀代表，

作为“三农”板块创先争优的典范，进行宣传报道，以此展示我

市“三农”战线广大干部工人创先争优的风采。

连日来，记者冒着酷暑，穿行在博爱、修武、孟州、温县等

地，对这些来自不同岗位的优秀代表进行采访，一次次走近他

们，一次次被他们的先进事迹所感动。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精彩。 在这些先进代表中，有优秀的

乡镇党委书记、优秀的乡镇长、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还有优

秀的农业专家、优秀的农业干部、优秀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领军人物。 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不一样，但是，

他们都是党和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

勤奋工作、苦干实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他们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永不满足、永远追求超越的

怀川儿女，又擂响了奋力走在中原经济区前列、建设更具活力

新型城市的战鼓。 愿我市“三农”战线的广大干部工人，以这些

优秀代表为榜样，高举创先争优的旗帜，立足岗位，扎实工作，

巩固我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为我市走在中原经济区前列、建设更具活力的新型城市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不同的岗位

同样的精彩

———写在创先争优看“三农”领军人物前面的话

本报记者 杨仕智

创

先

争

优

看

﹃

三

农

﹄

段新国， 市农林科学院院长、

农业研究员、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河南省优秀专家、焦作市管专

家

◎

主人翁座右铭：

建设一流的农林科技创新中

心， 一流的农林科技展示中心，一

流的农林科技转化中心，为焦作现

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为了大地的丰收

———记市农林科学院院长、农业研究员段新国

本报记者 杨仕智

从零起步到年销售收入

3．6

亿

元。

从白手起家到拥有“好又多”、

“天香面业 ”、“太平盛世置业 ”

3

家

公司。

从

5

年前接手深陷泥潭的面粉

厂到发展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从名不见经传到享誉中原。

这是一条用智慧

+

胆识

+

勤奋

铺就的雄起之路。 “天香”人铺就这

条阳光之路用了

10

年。

谁领“天香”舞中原？ 他就是年

仅

37

岁的李建。

初识李建，他颇像儒雅的学者，

走近李建，才发现他内心无比强大。

他高尚的品格、 过人的胆识和雄才

大略成就了“天香”人的梦想。

李建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外贸

专业，曾就职于中国银行温县支行。

2001

年

8

月，李建毅然投身商海，

在温县成立了以连锁零售业为主的

“好又多”公司。 他秉持“低价、诚信、

优质、安全”的经营理念，迅速把企业

做大，发展成了拥有大型商场、连锁

超市，

800

多名员工、

6000

万元资产，

年销售近

１

亿元的“商业航母”。

服务民生 、造福民众 ，是这位

年轻商界精英的从业理念和战略

定位。

2006

年

5

月，一个服务百姓的浩

大工程———“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

在“天香”旗下启动，并高标准建起

了

248

家标准农家店，年实现销售近

2

亿元，安排农村闲散劳动力

1800

多

人 。 该企业被国家商务部命名为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优秀试点企

业、省示范企业。

2005

年，“天香” 又迎来了一次

难得的发展机遇———温县面粉厂

改制。

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谁都不

敢接手的烫手山芋， 债台高筑、经

营惨淡……

李建果敢出手接过了这个烂

摊子。 他说：“民以食为天，关乎国

计民生的行业，是大有作为的朝阳

产业，只要定位准确、诚信经营，一

定能做大做强。 ”

接手面粉厂还缘于他的理性思

考。 中原是华夏粮仓，焦作、温县是

全国小麦生产的旗帜，产量大，品质

好、牌子响。 用焦作小麦生产面粉、

挂面、馒头等食品，既有利于抢占市

场，又可拉长焦作小麦生产链条，带

动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从国内面粉行业看，尽管大小

企业有数千家，但“旗舰型”龙头企

业不多，重新洗牌成为必然。

错失一次机遇，就等于落后一个

时代。李建紧紧抓住温县面粉厂改制的

机遇，毅然跻身食品行业之列。

“天香面业” 一进入人们的视

线， 用怀川小麦生产出来的麦乡牌

系列小麦粉、“香喷喷”系列挂面、天

香馒头一进入市场，就以品质优良、

色泽亮白、口感香甜、蛋白质含量高，

打进了甘肃、重庆等十多个省市，并

很快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连续

5

年产销两旺。 麦乡牌商标被评为河

南省著名商标； 麦乡牌面粉被评为

河南省优质产品； 企业被农业部命

名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

永不满足，追求卓越，是李建的

最大特点。

2008

年，他又投入巨资，

在温县产业集聚区建成了中原地区

最大的面粉生产加工企业。 一期工

程占地面积

6.33

万平方米， 拥有年

产

9

万吨等级粉和年产

15

万吨专用

粉生产线各

1

条、 年产

3

万吨挂面生

产线

4

条、 日产

5

万个馒头生产线

1

条，总资产达

1.6

亿元。

如今，投资上亿元的二期工程

正在建设中。

2

条制粉生产线和

4

条

挂面生产线今年

11

月投产后， 小麦

日处理能力将从

600

多吨提高了

1800

吨；年处理小麦将达

54

万吨，相

当于两个温县的年小麦产量还多。

这些项目明年达产后，企业年销售

收入可突破

10

亿元大关。

“天香”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

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该公司年均

小麦收购价比市场高出

４

分多，仅此

一项，农民就可增收

4320

万元，每年

为企业员工支付的工资高达

2000

万

元，还带动数百家运输户、经营户和

卖馒头的小商贩业走上了致富路。

谈起“天香”发展，李建胸有成

竹：用三五年时间，做规模、做品牌，

全力向全国面粉和挂面第一品牌冲

击， 让公司产品走进全国类超市，摆

上人民的餐桌。 这个目标一定实现。

李建，河南省委党校研究生、河南

天香面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南省第十

一届人大代表、焦作市十届人大代表、温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他先后获得河南

省百名青年创业风云人物、 河南青年五

四奖章、省级农民致富能手、焦作市十大

杰出青年、焦作市劳动模范、焦作市优秀

人大代表等荣誉和奖励。

◎

主人翁座右铭：

谁领“天香”舞中原

———记河南天香面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

本报记者 杨仕智

杨法谊 修武县农业局局长、

河南省粮食生产先进个人、河南省

农技推广先进个人

◎

主人翁座右铭：

躬身田野写丰收

———记修武县农业局局长杨法谊

本报记者 杨仕智

王义亮 孟州市大定办事处段

东村党支部书记、河南省劳动模范、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河南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河南省“五个好”村党支部书

记、焦作市十大新闻人物、感动孟州市

十大人物

◎

主人翁座右铭：

当干部不为民造福，一点理由也

没有；当干部不依靠群众，一点基础也

没有；当干部不洁身自律，一点威信也

没有；当干部不与时俱

进，一点前景也没有。

段东人的老黄牛

———记孟州市大定办事处段东村党支部书记王义亮

本报记者 杨仕智

在沁阳市常平乡后和湾村， 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小团是远

近闻名的 “煤炭运输大王”。 自己

做煤炭运输生意致富后， 带领村民

共同走上致富路 。 不到

8

年的时

间， 这个曾经贫穷封闭的山村里，

60%

以上的农户都拥有了私家车 ，

大部分的村民都住上了小洋楼。

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沁阳市和

山西省交界的常平乡 后 和 湾 村 ，

见到了这位山村致富带头人。 因

为村里有几家运输户没有了生意，

张小团正要去山西联系煤炭运输业

务。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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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张小团， 从小由

于家境贫寒 ，

1987

高中毕业就开

始买车跑起了运输 。

2000

年是张

小团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 他自筹

100

多万元资金建起了煤炭中转经

营场地， 专营煤炭经营和煤炭中转

运输。 凭着多年的市场经验、 敏感

的市场嗅觉， 张小团意识到 “煤炭

中有大天地”。 在他的努力下， 生

意很快有了起色， 并日益红火。 致

富之余， 张小团思忖： 如果带动乡

亲们都搞煤炭运输， 定会给家乡父

老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后河湾村位于沁阳市常平乡最

北端，距离产煤大省山西不到一个小

时的路程， 是一个不到

400

人的小山

村。

2000

年以前，村民散住在距离

现在村址东约

300

米的山沟里，过

着缺水少电、信息闭塞的日子。

2003

年 ， 应村民一再劝说 、

邀请， 张小团搁下红火的事业， 返

回家乡参加村委会竞选， 先后任村

委会会计、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 他决定以煤炭运输为切入

点， 带领村民创业。 “大伙儿推选

我当干部， 是对我的信任， 我要带

领他们一块奔富路。” 张小团深情

地说。

说干就干。 在他的带领下， 大

家都积极地加入到煤炭运输行业。

多数村民当时没有启动资金， 张小

团就帮助村民跑贷款， 并无偿地把

自己的钱借给他们。

村民张中胜在购买运输车时缺

钱，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张小

团。 “在最困难的时候， 张书记借

给我

5

万元钱， 现在生意还可以，

真的感谢他啊！” 张中胜喜不自禁

地说。

之后 ， 张小团又投资

500

万

元， 依托自己的公司， 筹建了

1

个

煤炭中转运输企业 ， 吸收村民加

入， 并免费为他们提供启动资金，

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 当年就有

30

户村民加入。

“他把他的生意都分给群众，

叫群众的车都能挣个钱。” 村民张

小良说。 为了让村民的生意稳定下

来， 张小团来回奔波于多家煤炭运

输单位， 为大伙儿揽生意。

后河湾村村民们在张小团的带

领下， 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 在

三年多时间里， 村民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身为村党支部书记， 张小团时

常关心着村民的冷暖。 去年， 村民

张 小 虎 出 车 祸 ， 在 医 院 住 了 半

个月就花了十几万元。 张小团带头

捐款， 并发动村民伸出援助之手，

让他渡过了难关。

一年后， 康复的张小虎和妻子

远赴北京打工。 一双儿女留在家里

和奶奶相依为命。 张小团一有时间

便来到家里嘘寒问暖， 并在生活上

给予帮助。 “群众困难无小事。 身

为村干部， 要替老百姓着想。” 张

小团说。

如今的沁阳市常平乡后和湾

村， 多数百姓过上了富裕安康的生

活。 在谈到村里这几年发生的变化

时， 张小团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 他告诉记者， 这更坚定了他带

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念。

谈到今年的工作， 张小团的兴

奋溢于言表： “本周村里正在进行

农网改造， 下个月就可以安装路灯

了， 小山村装上照明灯， 是过去不

敢想的事啊 。 去年 ， 村里新修了

800

米的水泥硬化道路。 今年

7

月

将续建

400

米

,

还要投资

100

万元，

打一眼

550

米的深水井， 让老少爷

儿们吃上安全水。”

今年恰逢村委会换届， 已连任

两届村党支部书记的张小团说 ：

“好不容易村里有起色了， 我还想

干下去。 群众富裕了， 社会才会和

谐稳定。” 站在山顶上， 张小团目

光坚定。

张小团：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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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中共党员。沁

阳市常平乡后和湾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2008

年感动焦作十大

新闻人物。

◎

主人翁座右铭：

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

———记沁阳市常平乡后和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小团

本报记者 杨仕智 本报通讯员 贺弘扬

记者前去采访董润霞时 ， 正

赶上社区居民来找董书记说事儿，

他们知道记者来意后 ， 争抢着夸

起了董书记

:

“她在沁园一干就是

13

年 ， 是沁园发展的大功臣 。 ”

“她心里装着群众， 为大伙儿办了

很多好事 、 实事 。 ” 董润霞说 ：

“俺是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 当干

部就要谋发展 ， 就要用发展成果

惠及民生。”

董润霞生在农村 ， 受身为民

办教师父亲的影响 ， 助人为乐 、

大公无私的品格在年幼的心里生

根、 发芽。

1984

年 ，

18

岁的董润霞参加

高考， 以优异的成绩被高校录取。

毕业后 ， 被分配到乡里工作 ， 和

父老乡亲朝夕相处 ， 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

1998

年

3

月， 董润霞来到

沁园街道 ， 先后任党委委员 、 组

织书记、 主任， 党工委书记。

沁园街道位于沁阳市城区西

南部 ， 辖城市社区

10

个 ， 农村村

庄

14

个， 总人口

3.2

万人， 其中农

民

1

万余人。 地处城区及城乡接合

部的特殊地理位置 ， 让沁园街道

承担着城区、 农村双重管理任务。

“沁园历届的领导班子为我

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 在 ‘团结

奋进、 实干争先’ 的 ‘沁园精神’

鼓舞下 ， 去年 ， 我们工作全面开

花、 硕果累累。” 董润霞言语中充

满了自豪。

2010

年 ， 沁园街道的项目建

设数量多 、 个头大 、 速度快 ， 前

所未有。 该街道新建、 续建

500

万

元以上项目有

21

个 ， 年度总投资

达

5.75

亿元。 其中河南盈硕半导体

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3

亿元的

LED

项目 、 睿为视讯技术有限公

司投资

1.59

亿元的年产

30

万套微型

三维立体显示设备项目 、 华泰印

业有限公司投资

1.2

亿元的年产

20

亿只高档包装盒生产线 、 联盟集

团投资

1.2

亿元的联盟国际酒店等

超亿元项目

5

个。

该街道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

方式 ， 在城区怀府路 、 河内路 、

共建路等处规划建设了一批投资

大 、 品位高 、 具有标志意义的城

建项目 ， 其中自主投入的项目个

数 、 资金数量达到历年新高 。 联

盟国际酒店 ， 计划投资

1.2

亿元 ，

设计主体

19

层 ， 目前已完成主体

施工。

去年沁阳市的重点战略项目

“六路一中心” 中的四条道路、 一

个中心都在沁园辖区 ， “一城两

翼 ” 中的沁南产业集聚区规划建

设大部分在沁园辖区 ， 沁阳市旧

城改造的第一站———唐庄村改造

也在辖区沁园 。 这些项目在地域

范围上涉及街道一半以上的村居，

在时间跨度上贯穿全年 ， 重要自

不必说 ， 压力也不言而喻 。 “正

因为这些项目都在沁园 ， 我们不

仅把它们作为全市性的工作来做，

更是作为自己的事 ， 尽心尽力 ，

不敢有丝毫懈怠。” 董润霞的话语

掷地有声。 去年

6

月， 沁园街道仅

用

10

天时间就完成了工业路 、 建

设路拆迁工作， 拆迁总户数

53

户。

在市委 、 市政府的领导下 ， 沁园

街道充分配合 、 协调全市各局委

的工作， 唐庄村用

3

个月时间， 拆

除群众住宅

248

处、 集体建筑

3

处。

为了让人人有活干 、 家家有

钱赚 ， 董润霞大力发展沁园第三

产业 ， 为城乡群众提供了大量就

业岗位 。 如今 ， 沁园三产已占沁

阳全市的 “半壁江山”。

“发展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 平实的话语， 透露着董润

霞的心声 。 沁园街道的新农合参

保率连续几年达到

100%

， 并全部

实现微机操作 ， 参保率在全市名

列前茅 。 去年

10

月 ， 沁阳市新农

保首发仪式在沁园街道举行。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2006

年，

董润霞的父亲突然卧病 。 因为忙

于工作 ， 医学专业出身的她坚守

岗位 ， 没有到外地医院照顾上一

天 ， 因医疗方案不当 ， 其父与世

长辞 。 每每想起父亲 ， 自责之情

时常让董润霞难以控制自己的眼

泪 。 但父亲对她的教诲却深深烙

在了她的心上 。 “守土有责 ， 我

会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 为辖

区

3

万多百姓站好岗。 不求尽遂人

意， 但求无愧己心。” 董润霞深情

地说。

董润霞，女，

45

岁，中共党员 。

沁阳市沁园街道党工委书记。

2006

年度焦作市开展“效能革命”、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工作先进个人。

2003

年度焦作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

主人翁座右铭：

谋发展重实干的带头人

———记沁阳市沁园街道党工委书记董润霞

本报记者 杨仕智 本报通讯员 贺弘扬

强乡富民的领路人

———记博爱县寨豁乡乡长张剑

本报记者 杨仕智

张剑，

38

岁，博爱县寨豁乡乡长。

别看他年龄不大、 干乡长没几

年，可名气真不小，赢得的赞誉也不

少。

“张剑 ，有思路 ，有才能 ，重实

干。 ”许多焦作农口的领导到寨豁乡

考察后都这样评价他。 “张乡长来寨

豁这两年， 一门心思谋发展， 上项

目， 调结构， 引领寨豁乡走上了健

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寨豁乡的乡

村干部这样夸奖他。 “张乡长是个干

实活的人， 桩桩件件都办在了老少

爷儿们的心窝窝上。 ”寨豁乡的群众

这样称赞他。

面对大家的称赞， 向来高调做

事、 低调做人的张剑却说：“寨豁乡

能有今天喜人的变化， 缘于历届乡

领导班子打下的好基础； 缘于乡村

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 ”

寨豁乡是个山区乡， 有

24

个行

政村、

95

个自然村 ，

1．3

万口人 ，

9000

亩耕地，

8000

多亩退耕还林地，还有

矿产、林果、旅游等资源优势。

张剑是前两年从县委组织部到

寨豁当乡长的。 上任伊始，他就横下

一条心，要让寨豁乡变个模样儿。

思路决定出路。为摸清寨豁乡的

家底，他集中利用一个月时间，跑遍

了全乡的村村寨寨、山山岭岭，和干

部群众促膝谈心，开座谈会，共谋发

展之策。 在深入调研、摸清家底的基

础上，经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

了寨豁乡发展的“一体三化”战略思

路，即以项目带动为主体，强力推进

农业布局区域化、 旅游发展特色化、

民生工程基础化。响亮地提出了用三

五年时间，把寨豁乡打造成山清水秀

的经济强乡、林果大乡和旅游特色乡

的发展目标。

没有项目的经济就没有生命力。

张剑把项目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和第

一抓手，巧打资源牌、特色牌，招商引

资上项目。 今年年初，张剑多次下郑

州向客商推介寨豁，成功引进了投资

3500

万元的始然公司，主要研制生产

柿子醋、核桃奶和樱桃保健酒等绿色

饮品。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该项目

土地流转、 环评等各项工作已经结

束，近期就可动工兴建。

从该乡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记者

发现，短短两年，该乡先后引来投资

上亿元的项目就多达

5

个， 总投资达

10．25

亿元，个头之大、投资之多，在该

乡历史上前所未有。 其中，个头最大

的江苏振发集团太阳能发电项目，投

资高达

4．25

亿元。 一个山区乡，一下

子冒出来这么多大个头项目，不能说

不是个奇迹。

为了把山山岭岭变成 “金银

山”、“花果岭”， 变成农民的 “摇钱

树”， 张剑从国内邀请来林果业、饲

养业的知名专家， 对全乡农业发展

进行论证。 在此基础上，该乡科学地

制定了 “种养两手抓， 大力发展樱

桃、晚秋黄梨、薄皮核桃、药材和生

猪、土鸡饲养的强乡富民方略，并规

划建设了樱桃、晚秋黄梨、山椒等十

大农业生态园区。

记者在小底村樱桃岭生态园采

访时看到，辐射东仲水、下岭后等村

的总面积达

3000

亩的樱桃基地已经

建成，近一半进入盛果期，年产樱桃

150

万公斤。 今年每公斤樱桃售价高

达

２0

元，亩均收入

3

万多元。 上千口

人的小底村年人均

6000

元收入中 ，

有

70%

的收入来自种樱桃。

为了扩大寨豁乡樱桃产业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 该乡连续成功举办

了四届樱桃节。 今年樱桃节期间，每

天来自山西、郑州、焦作的游客万人

以上， 到樱桃岭生态园来游玩 、采

果。

寨豁乡紧靠青天河旅游风景

区， 发展旅游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 张剑结合本乡特点，带领乡亲们

在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

推出了休闲度假游、生态观光游、红

色人文游等特色旅游产品， 吸引了

国内的大批游客前来旅游。

寨豁乡是山区乡， 祖祖辈辈都

是靠天吃水。 为了彻底解决全乡上

万口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张剑多次

跑北京、下郑州，积极争取安全饮水

项目， 共争取到总投资

400

万元的

8

眼深井项目。 如今，打井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中， 等全部工程结束

后，寨豁乡的群众将彻底告别吃“天

上水”的历史。 乡亲们说：“老少爷儿

们能吃上几百米深的甜水， 这是天

大的善事儿

!

俺托了党的好政策的福

了，托了张乡长的福了。 ”

张剑，博爱县寨豁乡乡长

◎

主人翁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