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牛纪伟、陈梦阳、汪伟、邹明仲

“村干部不好当，费力不讨好”“各顾各家事，
不想参与村里闲事”，这是记者以前在农村走访时
常能听到的两句话。前句是一些村干部说的，他们
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既得敢闯敢干，又得办
事公道，工作压力很大；后一句是部分村民说的，

透露出乡村治理农民参与感不强，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心态。

然而，记者近日走访辽宁十个村庄了解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乡村治理局面令人耳目
一新——村干部冲锋在前，以身作则；村民全力
配合，鼎力支持，抗疫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提
高了党在农村群众中的威信，留下的经验与启示
有益于推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和提升乡村治理
能力。

“寒风中送来的一碗饺子、一杯热水

让我们感受到干群鱼水情深”

热气腾腾的饺子、汤圆、一碗碗泡好的方
便面……在铁岭市铁岭县阿吉镇陈平堡村的村
委会，村党支部书记杨学明翻看着手机里存放
的一张张抗疫期间的照片说，村干部在村口执
勤站岗，村民们接二连三地往堵卡点送吃
送喝。

说话间，老杨回头指了指墙上的锦旗说，之
前村民为表示感谢有时会送锦旗，干部们也很高
兴，“东北寒夜里执勤很冷、很辛苦，但是抗疫期
间，群众送来的吃喝更让咱们感觉到心里热乎乎
的。”

记者走访的村庄中，每个村干部都能拿出类
似的照片和视频，告诉记者他们找到了干部群众
鱼水情深的感觉。在危机和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团
结一致、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在此次农村抗疫过
程中表现很充分。

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老黑山村的村口，还
悬挂着“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的条幅，这是村民们在村两委班子带领下制
作悬挂的。村党支部书记王福全说，在抗疫最困
难、物资最缺乏的那段日子，一名在韩国生活的村

民听说村里缺口罩，想方设法一次给村里邮寄了
300 个口罩，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

东北严寒天气里，看见村干部没日没夜地在
外值守，挨家挨户排查非常辛苦，阜新市彰武县
章古台镇章古台村年过七旬的村民孙志发主动
请缨当起了志愿者。“村干部们真是不容易，天天
顶风冒雪在外面站着。”孙志发告诉记者，第一次
提出当志愿者的想法时，家人都反对，怕他上了
年纪身体撑不住。“但看到村干部这么辛苦，我坐
不住了，我当过兵，又是党员，这时候怎么能坐在
家里？”

“有什么事，你就尽管吱声。”这是沈阳市苏家
屯区永乐街道杨树林子村村支书赵国辉在带领村
民抗击疫情期间常能听到，也是最感动的一句话。
“我们在设堵卡点的时候，需要移动一间活动房，
路过的村民都是主动帮我们抬，很久都没出现过
这样的场面了，原因就是我们村干部冲锋在前，老
百姓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真心实意干事就能换来实打实的支持”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抗疫期间，各村团结一
致，乡村动员乃至整个防控工作的顺利与顺畅，正
是村干部们一点一点用实干换来的。

面对疫情，村干部不畏困难，冲锋在前。昌图
县亮中桥镇东兴村党总支书记吴艳良回忆说，在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村里有个从天津回来的村民
在家隔离，每天村干部要去量体温。“其实，我还是
挺担心没有人愿意过去，毕竟还是有风险的事情。
但没有一个人说‘不’，他们都是出于一片公心来
为村里服务的。”

“刚开始封村时，往来出入的村民有的嘟囔几
句，有的甚至大骂，私底下有人说这是在‘做样子’

‘给老百姓添堵’。”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高坎
村党支部书记刘俊清说，后来，村干部挨家挨户排
查出来疫情严重地区归来人员后，村民们的认识
转变了，意识到了“危险距离自己很近”，理解了村
里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打心眼儿里为群众着想，设身处地为群众考
虑，就能得到群众的支持。高坎村的网格员韩淑
芬举例说，她负责区域有一个从疫情严重地区回

来的人居家隔离，隔离期间，这家人生活物资
保障的任务全落在了韩淑芬和另一名网格员
身上。开始时，这家人不理解，几乎每天晚上九
点左右都会打电话要啤酒、火腿肠等，韩淑芬
和另一名同事随叫随到。“人心都是肉长的，几
天后，这家人就不折腾我了，后来关系相处得
还挺好。”

抗疫让一些干部更深切地体会到，与群众
心贴心地实干，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铁岭县阿
吉镇白沙堡村过去是一个软弱涣散村，抗疫开
始封村时面临人手不足、村民不理解的难题。但
不久前刚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王福生认准了
“这件事对村民有好处”，自己带头站岗、排查，

经常 24 小时不回家。就这样，村民们看在眼里，

暖在心里，不理解一点点变成了支持，不少村民
争当志愿者。

干部冲在前，群众紧跟上。盘锦市清水镇锦
红村村支书姚曦说，我们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
村干部 8 人，再加上 1 名镇里干部，共 9 人，每
天要执行入户、巡查、堵卡点执守等任务，工作
量很大，特别是夜间执勤很辛苦。“群众心疼我
们，10 多位志愿者争相来帮忙，要不然连轴转
都忙不过来。”北票市马友营乡小勿兰村一对夫
妻双双加入村庄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丈夫免费
为村组消毒，妻子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巾帼志愿
服务队。马友营乡党委书记李树新说，疫情中这
样的事太多了，“老百姓为啥这么支持咱？都是
干部带头干出来的！”

“干部群众心贴心，村里事情就好办”

记者在十个村庄走访深切地感受到，尽管
疫情是一场灾难，但抗击疫情的过程也是一次
难得机会。采访中，村干部们说，“共战疫情就
像一个‘黏合剂 ’，把干部群众紧紧团结在一
起。”

不少村干部们反映，经过这次疫情，村干部
在村民中说话比以前“有分量”了。过去村里遇
到一些难解的“疙瘩”，经常要“喊破嗓子才能
办”，现在不一样了，村民们听得进去，也信任他
们，干部群众心贴心村里事情就好办。

在姚曦看来，这种变化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干部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过去也走街串户，

可从来没像这次疫情期间这么频繁，村干部、网
格员一天入户两三次，从交水电煤气费，到给蔬
菜大棚买肥料，切实解决群众面临的困难，有的
相互处得像亲人一样。”

同样，刘俊清也明显感觉村里一些事推进
起来顺利了。“此前，村民遇到一些难事不找村
里，就是因为对村干部不亲近、不信任。如今，邻
里间争执不下时，自己说上一两句公道话，拉一
拉家常，他们的矛盾就解了。虽然比过去忙，但
很有成就感。”

抗疫带来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一些村里
的事务，和疫情发生前相比，更容易推进了。阜
新市章古台镇新窝堡村党支部书记高振全指着
村里一条水泥路说，这条 3 公里长的路去年足
足修了一整年，从设计到施工，一步一个坎儿。
“碰到谁家的院边地头都不行，一些人甚至漫天
要补偿。今年，就在前几天，又计划修一条路，从
设计到和村民谈，一天完成。”

“老百姓对村里的工作更理解了，开展工作
容易多了。”王福全说，老黑山村今年准备修
5 . 5 公里产业观光路，占了大约 60 亩村民的土
地，万万没想到的是，村民们一分钱补偿都
不要。

在高坎村，农村环境整治是一项“硬骨头”。
村民们大门前的柴堆、垃圾堆、杂物堆是清理难
点，经常需要村干部亲自动手清理。“干活的干
部气儿不顺，涉及的村民也不高兴。但是今年不
一样了，除了一些年纪大的人，其余人都自己动
手清理了。”刘俊清说。

“脱贫致富奔小康，顺畅的乡村治理

缺不得”

采访中，乡村干部表示，当前的党群、干群
关系来之不易。应该及时总结这次抗疫中行之
有效的经验、作法，筑牢党群、干群关系“连心
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提供
坚实支撑。

干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采访中，有村民

说，以前有的村干部遇事喜欢数落老百姓的不
是，老百姓心里自然不痛快，所以对有些村里的
事情就不愿意配合，长此以往，就“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疫情期间，村干部主动作为，遇事还和大
伙儿商量办，不像以前简单粗暴。“老百姓讲理，

只要看着你在为大伙儿忙活，大伙儿就支持你。”

铁岭县阿吉镇镇长丁国彬说，过去一些村干
部虽然都是把依靠群众挂在嘴上，但是真正干起
活来就变样了。一方面，他们不知道怎么发动群
众；另一方面，群众也不听他们的。这样一来和村
民的关系远了，还会产生矛盾。只有在行动上与
群众站在一起，群众才能支持。

要讲法也要讲情。章古台村村民高君是村里
的老上访户，但是谈到这届村干部却竖起大拇
指。在他看来，过去的村干部动不动就用“法”和
“规定”压人。今年春节，高君去了住在城里的女
儿家过年。疫情发生后，他打算回家，可交通已经
不方便了。“我给村里打了电话，村支书自己开车
把我接回去了。”高君说，“老百姓心里能不热乎
吗？”此前高君上访也只是因为和邻居间为一堵
墙的位置争执不下，但是过去的村干部就告诉他
到法院起诉。后来换了干部，讲情说理间就把矛
盾解决了。

夯实农村政治经济双堡垒。此次抗击疫情，
党员冲锋在前，让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党的凝
聚力和吸引力大大加强。铁岭县阿吉镇陈平堡村
村民关玲玲看到党员干部大冷天还往上冲，深受
感动，“我是有俩孩子的妈妈，我现在打心眼里想
入党，想给孩子树立榜样。”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像这样向党组织靠拢的群众在此次抗击疫情过
程中不断增加。基层干部建议增加农村的入党名
额。吴艳良说，农村年轻党员名额太少，一个村两
三年才能发展一名党员。

相比其他村屯，老黑山村在封村之初阻力相
对较小。在王福全看来，这是因为这几年村集体
经济发展得好，党群、干群互动频繁。章古台镇镇
长吴涛认为，这几年，党群、干群关系疏离的重要
原因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获得感不强，相
互之间互动不频繁。未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
助于提升凝聚力。

村 干 部 咋 干 ？抗 疫 就 是 一 堂 课
干群心相换，村里事情就好办——来自十个辽宁村庄抗疫一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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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瓦村的村史馆凝
聚 了 怒 族 同 胞 太 多
乡愁。

“这是我们过去打猎
的弩和箭。”17 日，在云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
匹河怒族乡的沙瓦村村史
馆，61 岁的怒族老人和付
益相约老友来叙旧。他从
墙上取下陈列着的竹篾
帽，戴到头上，“过去没雨
伞，下雨出门，我们就戴这
个。”

奔腾的怒江边，一座
竹篱为墙、柴扉为门、茅草
为顶的小竹楼格外醒目。
它与矗立岸边的 11 栋 6
层居民楼形成了鲜明对
比。小屋，是过去怒族群众
住在深山时的老宅；高楼，
则 是 怒 族 群 众 现 在 的
新家。

“看见村史馆，就会想
起在山上居住的日子。”和
付益说。他家生活的沙瓦
村地处中缅边境，属于高
寒山区。他与其他村民世
代居住在木棍作柱、竹篾
当墙、木板为顶的“千脚
楼”里，上面住人，下面养
猪和鸡。

沙瓦村村委会有 15
个 村 民 小 组 ，3 4 3 户
1335 人。过去该村山高
坡陡，九成土地为 25 度
以上的坡耕地 ，耕种困
难，刀耕火种的方式延续
了近千年。

“雨季时，屋外下大
雨，屋里下小雨。”和付益
回忆道。

怒江大峡谷两山夹一
江，村寨多在半山，一方水
土难养一方人，易地扶贫
搬迁成为斩断穷根最直
接、最有效的办法。2019
年，怒江州实现了 10 . 02
万贫困人口脱贫，沙瓦村
也在其列。

从深山老林里搬出
来 ，住进宽敞明亮的楼
房，和付益感觉像做梦。
他最初不想“下山”，直到
扶贫工作队带他到安置

点看完新房，他才动了心，“新房有厕所，不会
淋雨，老伴看病离医院近。”他说。

为了不让村民过于思念山里的老家，政府
在安置点的楼房旁建起了村史馆，并按老宅比
例复原，里面陈列着村民手制的竹酒杯、木碗、
竹箩、犁耙锄头、存种子的罐子、怒族乐器“达比
亚”等，还有他们世代难离的火塘。

老人们隔三岔五都会到村史馆走走，看看
老宅的家具陈设、生活用品、农耕器具和老照
片，在火塘边坐坐、聊聊天。

“村史馆是村民告别贫困的见证，也是存放
老家气息的地方。”沙瓦村党总支书记斯春梅
说，“村民搬下山，特别是老人，会想念旧居，我
们就用村史馆的形式，还原老家模样，让他们看
得见、摸得着乡愁。”（记者岳冉冉、赵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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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石门镇长山源
村的几处荷花塘，绿意盎然。一架无人机低空徘
徊，划着轻盈的曲线，不时往来荷塘间。“在进行消
杀作业，免得虫害破坏了荷花美景！”村民张中海
笑着说。

“以前脏乱差，如今美如画。”长山源村党委书
记柴树林眼中的村庄变迁，正在浙江大地不断延
展开来。一些曾经的“脏乱差”村庄在“头雁”引领
下，因地制宜，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当地
村民富了“脑袋”也富了“口袋”。

2018 年 12 月，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广明村、
下方村合并成立广方村。说起五年前的村容村貌，
原广明村党支部书记于文风直皱眉头，“广明村违
章建筑曾经是浦江全县最多的，我们村的村民，有
70% 从事废品收购，那时候垃圾特别多。废品存放
需要仓库，所以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也比较多。”

违章建筑、露天粪坑，带来环境脏乱差，村庄
发展慢，村民意见大。绍兴市新昌县东茗乡后岱山
村党支部书记王国洋说，前些年几乎每家每户门
口都有垃圾堆和露天粪坑，苍蝇蚊子满天飞。村民

信访比较多，“2017 年综合排名，后岱山村是全乡
15 个村中的第 15 名，而且已经多年稳居第 15
名。”

调研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脏乱差”村庄转
变的背后，都遵循一个规律：党建引领，多元激活
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旅项目、盘活物业
经济等模式，促进集体增效、农民增收，与环境实
现良性互动。

2017 年从企业经营者“转型”村党支部书记
的王国洋感触更深，“我是在骂声中上任的，当初
家人都反对。三年时间过来，可以说我收获的是掌
声。”

漫步村中，石墙黛瓦间，绿植、花坛随处可见。
王国洋边走边介绍着今昔变迁，“那花坛下面，原
来可是四五家的露天粪坑。”实现环境优美的后岱
山村采取村企合作方式，统一回收闲置农房，面向
全国招募新乡贤出租经营这些房屋，形成“村民有
租金、集体有分红、创业有平台”共赢格局。目前已
有 14 位新乡贤签约入驻，一次性为村集体增收
37 . 8 万元。

“以前是养猪大村，污染严重，环境一塌糊
涂。”依然保持着军人作风的衢州江山市峡口镇
枫石村党总支书记陆承江，带领村两委班子，硬
是“啃下了硬骨头”，促进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充分就
业村，“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70 万元，村民储蓄
存款增加明显。”

攻坚拆除违章建筑后，建起了综合市场大
楼、设立乡村振兴夜市……金华市浦江县郑宅
镇广方村党支部书记方志奎告诉记者，截至去
年，该村集体收入超过 100 万元。

民宿集聚地衢州江山市保安乡化龙溪村通
过村企合作，对民宿提档升级，打造农特产品特
供基地和生态休闲疗养基地，带动本地群众持
续增收。数据显示：去年该村经营性收入为
13 . 8 万元，是 2017 年经营性收入的 12 倍。

村民“口袋”富了，“脑袋”也富了。
广方村的乡村振兴夜市，成百上千个摊位

在村中主要道路上一字排开。“每天下午 4 点半
开始，持续到次日 2 点左右。有卖烧烤的，有卖

衣服的，结束的时候摊主们都会自觉把卫生打
扫好。”附近的村民说。

蜕变的背后，没有惊天动地的举措，起作用
的都是一些接地气的“土办法”。

记者注意到，在广方村村口，一排公告栏上
标示出全体村民户的“好家风指数”。方志奎介
绍：“我们每季度评选公布，现在外村女孩子找
本村的男朋友，都会来这里看看指数怎么样。”

“我们的村规民约都是由村民代表逐条表
决。现在村民建房，都会主动‘后退一步’，村庄
的道路才可以越走越宽。”陆承江说。

后岱山村设置了“黄金屋”，方便村民阅览
图书，红光满面的 81 岁老党员王生波不仅负责
管理值班，还要养护房前屋后的绿植鲜花。“对
老同志、老党员来说，最好的补品，是存在感、成
就感。”王国洋说。

多位村党组织负责人表示，环境变美了，农
户收入多了，民风变好了，如何让村庄的“家底”
更厚实，乡村振兴走到了新的起点上。

（记者岳德亮）新华社杭州 5 月 19 日电

浙江这些乡村何以“脏乱差”蝶变“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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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盘语欣向刚回到
家的父亲盘文明问好（ 4 月
17 日摄）。

今年 44 岁的盘文明，是
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平山镇屯
秋村白马坪屯村民。初中毕
业后，盘文明外出务工，希望
能帮助家庭摆脱贫困。2012
年，因父母需要照顾，在外务
工十多年的他决定和妻子返
乡创业。

盘文明带着妻子，用 5
年多时间，在几座荒山上围
起 2 万多米长的羊栏养殖山
羊。同时，他们还开荒种植
40 多亩柑橘。此外，盘文明
还养殖土鸡 ，目前年出栏
4000 多只。近年来鹿寨县农
村经济迅速发展，勤劳肯干
的盘文明夫妇，收入稳步提
高，家庭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今年，受疫情影响，盘文
明家中的土鸡和水果销售一
度困难。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向好，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盘文明家的几千只鸡和十几
万斤水果顺利销售。盘文明
计划明年修建新房，改善居
住条件。

如今，盘文明的女儿已
经 7 岁，两个双胞胎儿子也
有 5 岁了，三个孩子快乐成
长。父母在旁、儿女绕膝，盘
文明和妻子正用勤劳的双
手，坚强呵护着这个七口之
家的温馨生活。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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