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支撑，集体经济送出惠民“红利”

文化铸魂，让农民“鼓腰包、富脑袋”

党建引领，点燃发展“红色引擎”

蹲点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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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傍晚，微风送来些许凉意，吹散了白
日积聚的暑气。村民施丙军扒完碗里最后一
口饭就直奔村文化广场。“得提前占个好位
置！”施丙军笑着说，“俺老两口儿天天来这儿
看戏、看电影，晚上吃过饭出来转转，比在家
窝着有意思多了。”

天一擦黑，簸箕杨村的文化广场就热闹
起来了：戏台上鼓乐齐鸣，你方唱罢我登场；
文化广场上，村民们翩翩起舞，各展风采……
附近的村民也纷纷循声而至，热闹非凡。

以前的簸箕杨一穷二白，要啥没啥，村民
的娱乐活动非常少，打个麻将、唠个嗑儿就算
是打发时间了。现在不一样了，有地儿去，有
事儿干了！

为了避免村民“口袋满、脑袋空”，簸箕杨
村发动企业、村干部、爱心人士捐资建设了
36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购置了健身器材，成
立了腰鼓队、军鼓队、广场舞蹈队、戏迷乐园，
设立了影视放映站、娱乐活动中心、图书阅览

室等，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点亮”了群众
的幸福生活。

“每周三是我们村雷打不动的戏迷乐园，
不仅俺村的村民登台献唱，城区和周边的戏
迷也争着来切磋交流。”该村戏迷乐园的组织
者许水治乐呵呵地说，“特别是每年农历三月
十九的古春会，俺村都会请名角来唱大戏，今
年请的是河南省平顶山市戏剧研究中心曲剧
院的名角，让周边十里八村的人都羡慕得很，
咱簸箕杨村村民脸上可有面子！”

为了突出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在古春会
开戏前，簸箕杨村还会大张旗鼓地对先进村
民进行表彰，今年共表彰“优秀共产党员”6
人、“孝道之星”6 人、“五美庭院示范户”6 户、

“公益事业捐助先进个人”6 人。“我们还制定
了好媳妇、好公婆、好妯娌、好邻居、好青年等
评选标准，通过典型带动，让每个村民都有看
得见、学得来的榜样，弘扬了文明乡风，营造
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施海杰说。

曾几何时，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
在簸箕杨村盛行。“早几年谁家要是有个红白
事，讲究起排场来可一点儿不含糊，规模越来
越大、花销越来越高。”施海杰告诉记者，“人
情风不刹住，村里的好日子就没法巩固。”为
了移风易俗，村里建起了百姓大食堂，并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本着勤俭节约，不攀比、不讲
排场的原则，百姓大食堂每桌 300 多元的红事
标准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保证了农村集体
用餐的安全和卫生。村民家里要是办白事，
只要提前给村里申报，百姓大食堂就会把大
锅菜做好，用餐桶送到村民家中。

“儿子的婚宴在村里的百姓大食堂办的，
既简单又热闹，既有‘面子’，又不伤‘里子’。”
该村村民刘新春不久前为儿子办婚宴，高兴
地直竖大拇指。

“移风易俗我先行，大操大办带头禁”“喜
事新办，白事简办”“办白事，大锅菜，一顿能
省一万块”等，正在成为簸箕杨村村民的口头

禅。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幸福、自信、乐观

是今天簸箕杨人的风貌。我们村在长葛不算
最富有的，但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应该是走在
了前列。”施海杰一脸自豪地说。

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乡风，簸箕杨村
坚持文化引领，着力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农
村社会文明程度，传递了正能量，唱响了“好
声音”，先后获得长葛市优秀文化大院、河南
省先进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许昌市首批孝
心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这几年，我们通过抓党建、抓产业、抓文
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软弱涣散村，变为了
党建强村、经济强村、文化强村。下一步，我
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总要求，努力建设党建簸箕杨、经济簸箕
杨、文化簸箕杨、美丽簸箕杨，打造乡村振兴
的样板！”施海杰信心满满地表示。

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
来自长葛市佛耳湖镇簸箕杨村的蹲点调研报告来自长葛市佛耳湖镇簸箕杨村的蹲点调研报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刘顺兴刘顺兴杨红卫杨红卫杨伟峰杨伟峰

簸箕杨村位于佛耳湖镇南部，距长葛市
区 5 公里，有 5 个村民小组 234 户 1100 人，其
中党员 33名。

“谁能想到俺村能发展得这么好，跟过去
比简直是大变样，村里没少给咱群众办实事
儿，海杰他们几个村干部干得真不赖！”说起
村里的变化，村民们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名字
——施海杰。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
关键看“头羊”。施海杰就是群众口中的“头
羊”。今年 47 岁的施海杰出生于簸箕杨村一
个农民家庭，1992 年高中毕业后到黄河集团
从事销售工作，2000 年辞职下海创业，2003 年
回 簸 箕 杨 村 成 立 长 葛 市 正 隆 建 筑 机 械 厂 ，
2011 年当选簸箕杨村党支部书记。

在施海杰担任党支部书记之前，簸箕杨
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
部分党员觉悟不高，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
条件差，连村支部办公房都是危房，是长葛市
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后进村。

“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
骨’，党组织坚强有力，乡村振兴才会蹄疾步
稳。”面对重任，施海杰没有抱怨，他心里清
楚，要想改变落后的局面，必须坚持党建引
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于是，施海杰先从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村
“两委”班子队伍入手，把村里品德好、有公德
心、有一技之长、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
人，充实到班子队伍中，并经常对他们进行各
类理论知识和科技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他
们的自身素质。施海杰还结合村里实际，制
定了村集体领导、财务、政务公开等制度，建
立健全了监督约束机制，使村里各项工作有
章可循、有制可约。

为加强和改进村“两委”工作作风，施海
杰在村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中广泛开展一系
列教育活动，定期召开支部会和党员会，用以
会代训的方式统一村干部思想，使村“两委”
工作步入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轨道。

该村还建立了“魅力簸箕杨”微信群、“魅
力簸箕杨”微信公众号。“我们把村里的重大
事务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利用微信平
台与群众互动交流，让群众提出意见、参与管
理，许多决策都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提
高了党员、群众的知晓率和知情权。”施海杰
说，“比如，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我们把上
级有关文件精神、认定标准等，通过微信群发
布，群众踊跃发言，最终认定了 4户贫困户。”

除了“魅力簸箕杨”微信群之外，该村还
有一个党员学习群，每月会定期发布党员活
动动态。该村党员闫小杰是一名运输司机，
因为经常出车，参与集体学习的机会较少。

“按照支部部署，每个党员平时都要手抄学习
党章和党员应知应会知识，我就把党章和资
料带到车上，在旅馆里面学习，把学习图片发
到党员学习群，随时随地向支部汇报学习情
况。”闫小杰说。

每天早、晚两个时间段，簸箕杨村里的大
喇叭都会定时传达党的政策、播放红歌。“我

们还有一个广播号，用手机就能连接无线大
喇叭，外出打工的村民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收
听 广 播 ，村 里 有 啥 事 情 都 能 传 达 到 每 家 每
户。这样一来，人人都关心村子，村子才会发
展得越来越好。”施海杰告诉记者。

簸箕杨村通过狠抓党建，既发挥了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力、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又调动了群众参
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在全村形成了“党
员干部带头干，群众参与一起干”的良好局
面，全面激发了农村发展新活力，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点燃了发
展的“红色引擎”。

党员带起来，喇叭响起来，支部强起来，
红旗飘起来，一切都只为了群众富起来、簸箕
杨美起来！从 2011 年开始，簸箕杨村就像“开
了挂”一样，先后被评为许昌市党建 200 强村、
许昌市“四强”村（社区）基层党组织，从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软弱涣散村变成了赫赫有名的
党建“明星村”。

“俺家主要做钢筋直螺纹滚丝机和二次
结构浇铸泵。你看，这 6 台钢筋直螺纹滚丝机
就 是 给 印 度 客 户 定 做 的 ，调 试 后 就 能 发 走
了。”该村村民赵彦勇经营着一家小型建筑机
械作坊，车间紧挨着自家住的两层小楼。

39 岁的赵彦勇原来在建筑工地做钢筋对
接工作，没事儿就爱捣鼓各类建筑机械，后来
赶上村里号召大家回来创业，索性就在家办
起了小作坊。“不怕你们笑话，我不懂电脑制
图，所有的建筑机械设计图都是我自己手绘
的。”赵彦勇笑着说，“我的发展离不开村里的
支持，以前纯粹是小打小闹，后来村里的干部
主动找我，让我扩大规模，现在 700 多平方米
的车间就得益于村里给予的支持。”如今，赵
彦勇的作坊里，镗床、铣床、钻床、车床等设备
一应俱全，每年销售收入近千万元。

离赵彦勇家庭作坊不远的久隆建筑机械
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内，整齐摆放着弯箍机、调
直机、切断机、冲击夯等几十种产品。“你看这
台弯箍机，是我们专门按照国外电压为客户
设计的，体积较小，性能较高，同样一个集装

箱可以多装几台，从而给客户节省了运输成
本。”该公司负责人宋爱红告诉记者。

宋爱红也是簸箕杨村的村民，以前经营
着一家干菜作坊，辛苦不说，收入还低。看到
村里先后开办了几家建筑机械厂后，宋爱红
敏锐地看到了商机。2012 年，宋爱红果断关
掉了干菜作坊，创办了久隆建筑机械有限公
司，开始从事建筑机械的生产和销售。

7 年过去了，久隆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从曾
经占地 4.5 亩的小公司发展成了占地 20 亩、拥
有员工 400 多名的规模企业，生产的建筑机械
有几十种类型，产品销往海内外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公司 400 多名员工中有 70%都是俺
村的村民，平均工资四五千元，高的能拿到六
七千元。”宋爱红说。

目前，该村从事建筑机械的公司 16 家、个
体户 30 多户，产品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了远近闻名的“建筑机械专业村”。“通过发
展建筑机械，我们带动就业几千人，全村一年
的销售额近 2 亿元，人均收入超 2 万元，小型
蓝牌汽车户均超过一辆。”施海杰说。

产业旺，则乡村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
兴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
力支撑。“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村子要想发
展，给群众多办实事儿、好事儿，没有产业支
撑肯定不行。”施海杰说。近年来，簸箕杨村
坚持“支部引领、以企带村、村企互哺、共创共
促”的原则，积极鼓励村民创办企业，并大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

凡村民办企业，该村实行统一规划，帮助
协调土地、争取资金，并帮助办理工商、税务
登记等手续。在村“两委”的带动下，该村先
后办起了建筑机械、木工业等多家建筑行业
企业。“企业实现发展后，积极回馈村里。这
些年，我们村修路、装路灯、修排水沟、搞绿
化、美化墙体、建设文化大院，没让村民掏一
分钱，都是村里企业捐的款。”该村村委委员
毛明军说。

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2016 年，簸箕杨村
成立了集建筑机械、大众洗浴、百姓大食堂、
爱心超市、养老服务等为一体的村集体经济
发展实业集团，并投资 1000 多万元建起了村

企共创大楼，为村民提供创业、就业平台。
在该村 300 多平方米的爱心超市内，不但

有供贫困群众选购的“爱心区”，还专门开辟
了“便民惠民区”，正常对外营业，价格也相对
比较优惠。“作为村集体经济，爱心超市的收
入除去人员工资、电费等开支，盈利全部投入
超市的运营。村里的贫困户、低保户、困难户
家庭，每人每月都可以领取 100 元的‘爱心购
物卡’。”施海杰说。

除了爱心超市之外，簸箕杨村村民享受
的集体经济“福利”还有很多：百姓洗浴中心，
村里每个月给 60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发放两张
洗浴票，本村人洗澡享受优惠价格；百姓大食
堂，村民举办红白喜事全部零利润；农资服务
中心，统一为村民订购种子、化肥等，降低购
买成本……

牢牢抓住产业发展这一“牛鼻子”，簸箕
杨村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与村民增收致富
共赢，“家底”越来越厚，形成了有人干事、有
人管事、有钱办事的良性发展局面，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

曾经一个软弱涣散的后进村，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基层党建“明星村”；曾经一个经济发展的落后村，如今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
“小康村”……长葛市佛耳湖镇簸箕杨村用8年时间实现了华丽蝶变，成为全市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村庄样本，其背后有何“高招
儿”，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近日，本报记者3次深入簸箕杨村开展蹲点采访调研，探寻这个村庄由弱到强、由贫到富的“密码”。
簸箕杨曾是明代移民的一个村庄定居点，金鱼河由西北贯穿东南，相传，河道两岸簸箕柳长势茂盛，有一名编制簸箕的杨姓手

艺人路经此地，见柳条茂盛，便在此定居以编制簸箕为生。由于其手艺超群，编制的簸箕受到附近村民称赞，“簸箕杨”便由此得名。
时光荏苒，曾经以编制簸箕手工技艺得名的村庄，如今带上了诸多闪耀的“光环”：“建筑机械专业村”的名头远近闻名，先后荣

获美丽乡村示范村、许昌市党建200强村、许昌市“四强”村（社区）基层党组织等称号，有自己的村标、村旗、宣传片和文艺队……
“簸箕杨金鱼河，十二连城高庙郭”的谚语依然流传，干涸的金鱼河道仍然存在，而今簸箕杨村的面貌已然天翻地覆。巨变背

后，是党建、产业、文化“三管齐下”的磅礴伟力，是乡村振兴的拔节之声！

党建引领强基固本，产业发展惠
民利民，文化铸魂提振精神。通过蹲
点调研，记者认为，簸箕杨村是我市
乡村振兴的一个鲜活样本，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是一只值得认真解剖的

“麻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

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总要求是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透过乡村振兴
战略“二十字”总要求，我们深刻认识
到，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而
是要求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

“五位一体”“五子登科”，实现全面振
兴。

簸箕杨村牢牢抓住产业发展这
一“牛鼻子”，通过发展建筑机械产
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积极发展产业的同时，簸箕杨村持
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了
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调
动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此外，簸箕杨村不断丰富和提升乡村
文化的内涵和品质，大力推进移风易
俗，推动形成了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让美丽乡村
更具魅力。

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
程中，各地要积极借鉴簸箕杨村的经
验，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
求，下真功夫、苦功夫、实功夫，推动
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全面振兴。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杨伟峰

簸箕杨村村企共创大楼

簸箕杨村邀请专业剧团为村民奉上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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