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们即将入住的朱村美苑。

改善民生 共享成果

本报记者 张 冬

今年

67

岁的毋启芝是中站区府城街道北朱村的一名

普通村民，近几年，她上北京 、下深圳 ，去过不少地方旅

游，而旅游的钱还不用自己掏，村里全包。 “我真是大开眼

界，没想到老了，还能坐上飞机，看看大城市的高楼大厦，

这都是沾了村里的光。 ”近日，记者走进北朱村采访时，正

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的村民毋启芝告诉记者。

在北朱村，像毋启芝这样的村民还真不少，而这一切

全都得益于北朱村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北朱村利用城乡接合部的地域优势，筑巢

引凤，招商引资，引进

6

家企业，总投资

1.2

亿元，增加了

地方财政收入，活跃了农村经济。 ”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张小爱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质

量，村里经济发展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 ”

2003

年至

2006

年，村里拿出近

90

万元对全村

15

条

大街小巷进行了硬化，全部铺上了水泥，取直了道路，架

设了路灯，改变了祖祖辈辈出门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的道路状况。 “现在在村里生活，舒坦着呢，逢年过节，村

里还给

6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 谁家遇到红白事，

村里还派代表到家中看望。 ”采访中，不少村民纷纷说。

不仅如此，近年来，北朱村投资修建了灯光球场、老

年之家、戏迷俱乐部、武术队，并在全村安装了

6

套共

70

多件健身器材，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对老年人发工资，残

疾人给补助，组织五好家庭外出旅游，春节给村民办福利；

投资

60

万元，对村办学校进行改造，使该村的孩子在宽敞

明亮的教室上课……

近两年，该村两委会共拿出近

500

万元进行了村内建

设和为群众办实事。 通过发展村办经济和大力招商引资，

解决了村里近千余人的剩余劳力，使户户有人干活、家家

有人挣钱。

如今 ， 在该村南

部 ，

44

栋楼房正在抓

紧施工，这是该村改善

民生的又一新举措 。

“去年， 俺村在市丰收

路路南开工建起了社

区式新村———朱村美

苑，小区生活设施配备

齐全，最大限度地满足

了群众的生活需求。同

时，该小区的建设不仅

是我村作为新农村建

设试点村的主要举措，

更是我村加快农村城

市化建设步伐的有力

保障。 ”张小爱说。

本报记者 董柏生

实习记者 周瑞琴

2

月

11

日清早

5

点，中站区府城

街道北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小爱的一天开始了。 炒菜、做饭、打

扫卫生，

7

点钟之前家里事情结束，她

进入工作状态， 想好一天要干啥，准

备出发去村委会。 突然村里老张敲开

了张小爱家的门， 房子翻修后漏水，

来找村支书帮忙救济。 北朱村女“总

理”张小爱又忙开了。

在北朱村 ，提到张小爱 ，男女老

幼没有不夸赞的。

75

岁的丁秀兰见证

了在张小爱带领下 ， 村里的发展变

化，她说：“小爱可好了，小爱人心好，照顾困难人，真

好！ 群众都拥护，下回我还选她当领导！ ”

临危受命：决心重塑北朱村

张小爱的娘家和婆家都在北朱村， 是一个土生

土长的北朱村人。

2003

年前，张小爱干个体，养牛致

了富，她的能力被乡领导看在眼里。 当时，离北朱村

换届选举还有一年半时间， 村里几乎处于无人管理

的混乱状态。 乡党委决定派张小爱到北朱村代理村

工作。

干还是不干？那时她已经

45

岁。“都说宁管三军

不管一村，加上咱没文化，家里人说这村子不好管，

不支持我。但是没人上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张小

爱说，“我打算试试，过去那么好个村，不发展起来太

可惜了。不过，心里下了决心，吃再大苦，也一定要把

村子搞好！不过吃再多苦，不让别人知道。”张小爱笑

道。

从个体户“牛倌”变身为集体的“村官”，张小爱

深有体会：“当农村干部， 得管每个村民的吃喝拉撒

睡，啥都得想办法管好，才能让村民满意。 这么大个

村，自己在村子不稳定的时候上台了，干得不好咋下

台？”张小爱的责任心要求自己给村民交一份满意答

卷，为下一届村干部铺好道路。

细心泼辣：女人也能当好家

在农村， 男人当家的传统观念让张小爱一开始

就受到了质疑。 “‘一个女人家，要文化没文化，看她

有啥本事，能死她嘞。’当时很多人不信我。不过我觉

得男人能干好的事，女人也能干好，甚至干得比男人

更好。”张小爱充分发挥温柔细致的优势。一上任，她

挨家走访， 耐心了解村民难处， 收集村民意见和建

议，嗓子累得落下了咽炎的病根。

“当时事多，修路、打井、架路灯，看见啥干啥，村

民需要啥就干啥。 ”随后至今，张小爱每天都在全村

转一圈，哪个村民的事情还没有办好，她主动找上门

解决，光整个村子转下来就要将近

1

个小时。忙完村

民的家事，还要忙村子发展的规划、招商、项目款等，

一天下来，走多少路，张小爱已经记不清。

说起经历的难处， 张小爱爽朗一笑：“为村里干

事，啥苦都能吃。 ”

2005

年，北朱村规划建设，南北街

20

多户村民的房子拆迁。 也是这一年，张小爱把自

行车升级成了电动车，不分黑白地走家串巷做工作。

但是，有一户说啥都不同意搬迁，为难张小爱，让这

位女村支书为他洗衣服、打扫卫生，张小爱二话不说

就去做。

凭借这种韧劲， 张小爱用行动， 打动了所有村

民。每次换届选举，村中都有老人坐着轮椅亲自去给

张小爱投票。张小爱说：“老人们的举动，深深感动了

我，我就更该干好，当好这个家。 ”

贤惠豁达：呵护幸福“小家庭”

谁家姊妹吵架了，谁家夫妻闹离婚了，这家房子

漏水了， 那家需要签字盖章了……各种各样的事需

要张小爱处理。 有时，村民直接找上门，张小爱在家

就办公。丈夫知道她辛苦，常叮嘱孩子们：妈妈太累，

别惹她生气。

张小爱说：“干村官，说不累是假，在外面忙，回

家做完饭，就想赶紧躺下

歇歇， 沾到床边就睡着。

不过，半夜村民有事打电

话，就又浑身是劲儿。”有

时，看到妻子在外风风火

火， 操心村里的大事小

情， 丈夫又心疼又生气。

每每这时，张小爱就边唱

歌边给丈夫孩子做饭，她

的幽默和贤惠，让自己的

小家其乐融融。

张 小 爱 的 母 亲

91

岁，跟哥嫂住在一起。 为

了帮兄弟姐妹分忧，每天

早上

5

点前，张小爱就起

床熬粥。 母亲牙口不好，

她细心地把熬剩下的小

米粒捞出，把最营养的米

汤装好，骑车给母亲送过

去。 看着母亲吃完，她才

去工作。“自己尽力而为，

不让姊妹们操心，不让母

亲生气，一家人和和美美

多好。 自己的家庭好，村

子才能和谐。 ”

善良女人：点

滴关爱困难群众

无论在村里，还是出

差到北京上海 ， 走到哪

里，张小爱就把善事做到

哪里。

76

岁的达牛是村里

的孤寡老人，张小爱没让

老人操心过水电费。过年

张小爱做好熟食给老人

送去，老人没钱花了就找

小爱。 她说：“当了村官，

就像当了家长，要把村民

当亲人，不管男女老幼，不管穷富，不管健康精明还

是残疾智障，都要一视同仁，从点点滴滴关心。 ”

在北朱村， 张小爱有十几个特殊的忠实 “粉

丝”， 他们都是智障人。 傻子小二专门到村委会大

院找张小爱， 没人能听明白小二说的话， 但是张小

爱能懂。 她说： “小二问啥时候村里演戏， 都说他

傻， 心精着呢。 他们心里都透气， 你对他们好， 他

们都知道。 ”

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外地，张小爱喜欢“悄悄”帮

助人。“人必须有好心，心里富裕了永远不贫穷。大事

儿咱帮不上，就从点滴做起，能帮就帮。”张小爱不喜

欢吃花椒，但家一直有一大桶花椒。她曾在大街上碰

见一位卖花椒的老人，看样子家庭十分困难，她就买

光了老人的花椒。

张小爱的善心和公心赢得了民心，“小官基层无

小事，爱民敬业有爱心”，也就是一直遵循着自己的

这个座右铭凭心做事， 从

2003

年初次当选至今，每

届她都以

98%

以上的高票连任村委会主任。

北

朱

村

的

女

﹃

总

理

﹄

——— 探寻北朱村十年发展变化路

刮目相看北朱村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小爱看望残疾老人丁秀兰。

文化建设 凝心聚力

本报记者 李新和

一座绿檐红柱、雕梁画栋的硕

大门楼巍然耸立。 门楼正中央三个

飘逸的大字赫然入目———北朱村。

【

转型升级重崛起

】

漫步北朱村，一条条笔直通畅

的水泥路宽阔敞亮，一个个街心花

池绿树葱葱，一排排小商店遍布街

道，一辆辆私家车穿梭往来……繁

华热闹的景象为北朱村增添了无

限的魅力和活力。

然而，有谁知道 ，这个商铺林

立的繁华村庄，曾经走过一段不平

坦的历程。

位于中站区南部城乡接合部

的府城街道北朱村， 人口

8000

余

人，有

14

个村民小组，

186

名党员。

作为中站区

12

个行政村中一个较

大的行政村，最早是靠小煤矿起家

的。 后来，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调

整， 北朱村不得不全部关闭小煤

窑。

一个行政大村，一下失去了重

要的经济支柱，许多村民顿时陷入

了渺茫、失望之中。 面对困境，何去

何从？

2003

年，当时的乡领导经过

认真研究，决定让正在红红火火从

事自主创业的张小爱到村里任职。

一番激烈的思想较量后，张小爱放

下自己心爱的事业， 走马上任了。

她与北朱村村委会一班人商量后，

认为村干部首先要振作精神，提升

信心，决不能萎靡不振，给群众造

成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错觉。 为

此，张小爱和村干部认真研究了国

家的有关政策，深刻分析了经济发

展趋势，决定发挥资源优势，挖掘

潜力，充分利用村里闲置的土地招

商引资，大力发展工业经济。

围绕项目抓经济是北朱村人

的一致共识。 为此，村委会一班人

主动找米下锅。 他们兵分几路，积

极与市内一些大中型企业洽谈，甚

至走出市外、省外，直至全国。 南下

北上的征途中，留下了他们朴实淳

厚的音容笑貌。

艰难征途路慢慢，遍洒汗水换

笑颜。 张小爱和村委会一班人经过

一番艰辛努力， 终于筑巢引凤，为

北朱村带来了新的春天。 目前，北

朱村通过招商引资、 制定优惠政

策，吸引了大华制衣厂、高频焊管、

链条厂、思念汤圆、粉煤灰烧结砖

厂等

20

多家企业，吸纳了村里

600

多人就业。

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村民看到

了发展的希望，经济的增长为北朱

村的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

【

持续发展铸辉煌

】

在北朱村村委会大院，矗立着

一座“孺子牛”的雕塑。 刚劲有力、

奋蹄奔腾的奔牛不仅寓意着村委

会一班人鞠躬尽瘁为群众搞好服

务、为全村发展无私奉献的高尚情

怀，而且也深深包含着村委会一班

人不畏艰难困苦，带领全村群众艰

苦拼搏、推动发展、脱贫致富、实现

小康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

的确，北朱村经济在蓬勃发展

的同时，村委会一班人也以开阔的

胸襟、长远的眼光制订出了远景发

展规划，即转变经济模式，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

2006

年，已成为北朱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张小爱专门抽

出时间，对全村的土地状况和群众

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与

村干部就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

了缜密的商讨。

根据商讨的结果和群众的意

见建议， 北朱村前期已投资

35

万

元， 在村北规划建设了

60

亩的克

仑生优质葡萄示范基地，并在葡萄

种植基地的基础上，把村北

140

亩

地规划建成了

60

亩的养殖区和

80

亩的绿色蔬菜大棚区。 与此同时，

村委会还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始进行生

态园建设， 打造乡村旅游新格局。

截至目前，张昺陵园的建园工程已

陆续投资

300

余万元 。 在此基础

上，村里为节约土地资源，解决群

众住房问题，从

2010

年开始，村里

投资

2.2

亿元开始建设社区式新农

村———朱村美苑。 目前，一期工程

前期的

18

栋多层村民住宅已经落

成。 崭新气派的高楼大厦，使北朱

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中心村社区。

【

享受成果心欢喜

】

“北朱村这几年变化可大了。

村里的道路原来都是弯弯曲曲、坑

洼不平的土路， 现在道路一修，都

变成了水泥路，路中间还修建了花

池。 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村里私家

车的增多，路中间的花池不得不拆

掉，把路拓宽。 ”谈起村里的变化，

69

岁的老党员张守荣就洋溢着一

脸的幸福，“我们村里大部分家户

都装上了空调， 我家还买了微波

炉，村民用电多了，电力就显得紧

张，于是，供电局去年专门给村里

换了一台大功率变压器 。 每月

8

日，供电局就派人专门在我们村里

现场办公收电费。 ”

张守荣的一番话代表了广大

村民的心声。 村里有钱了，村委会

就积极想办法大抓基础设施建设。

在投资拓宽道路、硬化路面、搞好

绿化的同时，村里还把文化建设放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先后修建了图

书室、农家书屋、娱乐健身中心等

文化活动场所； 成立了管乐队、背

桩队、武术队等文化活动团体。 此

外，还通过每年评选“五好家庭”，

促进邻里关系和睦相处。 每逢重大

节日，村里还有村干部亲自上台与

群众一起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用经济推动发展，以文化凝聚

人心，北朱村从煤炭村到文化生态

旅游村的发展嬗变过程，让我们切

身感受到了现代农民的一种伟大

精神；从他们身上；我们切实感到

了现代农民困难面前不屈服、奋起

直追改现状、 创造条件抓机遇、转

变思路谋发展的不懈追求。

本报记者 麻 酩

近日，记者到北朱村采访新农村文化建

设，看到村口偌大的戏台旁，一群老人们正

围坐在一起晒太阳，有说有笑，便走上前和

她们攀谈起来。

“俺们村的文化活动多，一年到头也闲

不住， 尤其是从农历正月初二一直到农历

正月十五，村里热闹着呢，今年还专门从北

京请了‘江湖十三侠’来表演呢！ ”说起村里

的文化活动，在北朱村生活了近

40

年的芦

纹珍抢着发言。

“你知道俺村的‘五好家庭’不？ 我原来

就当选过，村里奖励俺去深圳旅游，在那儿

头一回坐了船，可带劲儿了。 ”芦纹珍自豪

地告诉记者，“‘五好家庭’评选一直是俺村

人的骄傲， 自

1981

年开始以来，

30

年从未

间断过，现在‘五好家庭’已经成为俺村人

勤劳、善良、遵纪守法的代表。 ”

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小爱介

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村里不

断加大文化建设组织和投入力度， 每年至

少举办一台自办的春晚，全民参与的秧歌、

耍老虎、篮球、书法等活动层出不穷，群众

的业余生活丰富，民风朴实，村风文明，整

个村里洋溢着和谐、 安静、 幸福的生活气

息。

走进北朱村村委会大

院，文化气息也分外浓厚：

庭院正中央一个大铁牛格

外醒目。 “这代表了我们踏

实、能干 、勤劳 、朴实的干

部作风。 ”张小爱介绍。

顺着楼梯上到二楼 ，

一朵美丽的莲花图案展现

在眼前，再抬头，只见天花

板上一群群白鸽图案仿佛

要展翅欲飞。

“莲花象征村干部为官一定要出淤泥而

不染，清廉执政；白鸽象征着和谐、平安、吉

祥，这也是我的一个理想，那就是在村里营

造一个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劳致富、扶贫

济困的社会风气。”对于农村工作，张小爱自

有一套屡试不弃的法宝，用她的话说，就是

要做就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每天出出进进，这些文化元素就牢记

在心了，村里浓厚的文化意蕴，无形中就增

添了我们的工作活力，工作带劲着呢

!

”北朱

村大学生村干部韩晶笑着说。

“村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建设，经

济是村里的实力， 而文化却是村里的魅力，

是村发展的灵魂。”张小爱坦诚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村里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投

资

30

余万元，建成了

3

个文化活动场所（村

委会广场、敬老院大院、学校操场）。 每天晚

上北朱村都灯光通明，有篮球友谊赛、舞蹈、

太极拳、太极扇等活动。 此外，村里还投资

20

多万元， 购置安装了

95

件健身路径器

材，建了

10

个健身活动场所，为群众提供了

休闲娱乐的地方；投资

10

万元购置了电脑、

电器、图书等设备，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

为群众提供了学习、阅览的好场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去年

10

月份，

北朱村又投资

270

万元正在建一个综合性

的文化大院。 “到时候群众来这里， 就能

享受到各种娱乐活动了。” 张小爱自豪地告

诉记者。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李英俊摄

村民们正在阅览室里读书。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我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

型示范市动员大会和市两会胜利

召开，同样在北朱村引起了强烈反

响，这不，昨日吃过午饭，

69

岁的北

朱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守荣就拿上

自己的几份剪报，往村委会大院走

去。 这天下午，村党总支要召集几

名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 、企业负

责人，学习我市建设经济转型示范

市的相关文件精神和市两会精神，

商讨北朱村下一步如何发展。

不到

15

时， 党员会议室里已

是气氛热烈， 当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小爱说到我市今年将

推进第三产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

文化旅游业， 发展文化体验游、休

闲度假游和城市景观游时，会议室

里立刻热闹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争相提建议谈想法。

张守荣摊开自己的剪报说 ：

“现在市里大力发展文化游， 咱村

有明清故居，有省、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等于咱有了素材，下一步就看咱

如何把握机遇、争取政策支持，把咱

们的老村保护开发好。 我这里收集

了很多河南一些地方发展文化游的

例子，咱也可以借鉴。 ”

“咱村这几年建设了克仑生优

质葡萄示范基地， 建成了养殖区和

绿色蔬菜大棚区， 还开始进行生态

园建设， 打造乡村旅游新格局。 我

看， 有了建设经济转型示范市的东

风 ， 咱们村也会实现从 ‘黑色印

象’ 向 ‘绿色主题’ 转变的。 现在

关键是我们要吃透精神， 拿出好的

规划， 积极争取上级的支持。” 村

党总支部副书记、 村委会副主任张

为民说。

听着大家的议论， 在村里开办

企业的焦作市张艺门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玉杰深有感触 ：“我的企

业这几年在村里的支持下不断改

进工艺，增加品种，企业有了很大

起色，我的感觉就是，不转变思想

观念，不升级产品，企业就没有出

路， 现在焦作要建设转型示范市，

咱这小企业也应该积极作贡献。 ”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张小爱一边听着大家的积极发言，

一边不时记录着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 她告诉记者：“村里发展不能盲

目，要领会吃透上级的精神和整体

谋划，这样才能不走弯路。 掌握了

上情，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村里才

能健康发展，北朱村也会在两三年

大变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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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北朱村文化

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