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活土地，村民腰包鼓起来
“村里要发展，必须要有集体

经济支撑。”担任了十几年村党总
支书记的吕建民一直坚持这个观
点。东浦村唯一的资源是土地，
2007年之前，村集体经济负债170
万元，没有资金更谈不上村庄建
设。为此，吕建民会同村“两委”
开始为村里想实招、找出路。
2008年，吕建民大刀阔斧规划，利
用土地开展现代高效农业，并争
取到全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在
实施该工程前，那片土地都是零
散房屋和养殖效益不佳的蟹塘，
老百姓没有什么收益。2009年实
施该工程后，将土地流转到集体
统一发包，增加了村民收入。”吕

建民表示。
两期万顷良田工程建设，东

浦村动迁了 13个村庄、近 700户
农户，流转土地 3000 余亩，促进
农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转
变，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
变。“通过万顷良田工程，让农民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实现再就业
增加收入，同时，我们村集体每年
可创造经济收入 70余万元。”吕
建民开心地说。农业龙头企业
的引进，在家门口安置了一批农
民务工就业，实现了农民权益、土
地收益和社会效益三方共赢。
在项目带动下，农业专业合作社、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迅速成长起来，村民腰

包鼓起来了。
产业兴旺，村民口袋富起来
在东浦村现代数字化渔场，

吕建民和几个村干部正在查看项
目进度情况。2018年，东浦村正
式引进现代数字化渔场，首期工
程 1045亩，远期规划 5800亩，分
3-5年建设完成。谈起该工程，吕
建民信心满满地说：“该项目计划
将现代农业和休闲观光旅游业结
合起来，打造生态和产业特色显
著、品质品牌优势明显、产业配套
齐全、产业链丰富完整、且能享誉
整个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现代数
字化渔场。”

现代数字化渔场建设尝试了
“政府引导、政策支持、村集体参
股、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现
代农业发展方式。“此次开挖从今
年 5月 20日开始，我们一期建设
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完成后将
投放蟹苗。每亩地农民可获得
750元收益，并且每三年会在原来
基础上增加 10%。”吕建民表示。
据了解，现代数字化渔场首期工
程，从通知农户到土地流转花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么快的办
事速度，离不开吕建民和村“两
委”班子的努力，他组织党员干部
挨家挨户做工作，村民们才愿意
积极配合村里搞项目建设。

乡风文明，村民生活美起来
优秀的乡土文化，是新农村

文化的生长点，也是建设美丽乡
村的“软实力”。指前镇东浦村历
史悠久，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其中
的“丝弦锣鼓”已有100多年历史。
为了挖掘和保护“丝弦锣鼓”这一
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吕
建民的支持下，东浦村的老年民
间艺人历经两年多时间，对“丝弦
锣鼓”进行挖掘、搜集和整理，形
成了“丝弦锣鼓”完整的乐谱和演
奏形式。2010年,东浦村丝弦锣
鼓成功申报为常州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原本农民休闲娱乐的项
目,也在不断挖掘和继承中发展壮
大。

“丝弦锣鼓队刚恢复时，经费
比较紧张，吕书记带头出钱，又动
员了其他人一起出资，添置各种
民族乐器，确保正常排练。”东浦
村老年协会会长吕余炳说。

规划村容村貌、修缮活动设
施、硬化村级道路、靓化人居环
境，是村民的共同心愿。

为了让每位村民享受发展成
果，吕建民积极牵线搭桥申请项
目资金，联系相关单位给予支持，
先后协调投入近三千万元，新建
老年活动中心、村卫生室、村图书
馆、灯光篮球场、农民休闲主题公
园等。2014年，东浦村开始大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开展村庄环
境整治工作。“以前村里环境很
差，道路互不相通，村庄整治后，

老百姓受益很大，在村里生活了
一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大变
化。”村民虞小洪说。

吕建民用真情实干赢得了村
民的支持和信任，他坚信“人心
齐、泰山移”，东浦村的明天也将
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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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民：领好村民走致富路

吕建民，指前镇东浦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村书记十几年来，
他带领村“两委”班子发展多项致富项目，让村级集体经济“破茧成蝶”。如今，村庄美了，村民们的腰包也
鼓了起来。

吕建民（中）和村干部在查看数字化渔场项目进度

一梦一席谈：
记者：作为一名村书记的使

命和担当是什么？
吕建民：担任村书记十几年

来，我深感责任重大。我现在的
使命是团结带领好村“两委”班
子，发展壮大东浦村的集体经济，
全心全意为东浦村民谋幸福。

记者：你入党的初心是什么？
吕建民：我是 2002 年入党

的，当时我是村里的会计，入党是
想为群众做点实事，切切实实为
百姓服务。

记者：东浦村今后的发展方
向？

吕建民：真正让农业成为我
们村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东浦村成为
村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孙婷

尊敬的《金坛时报》读者：
首先感谢您对《金坛时报》长久以

来的支持和爱护！
为进一步倾听您的声音，增进与

您的交流，密切与您的联系，我们决定
举行这次读者问卷调查活动。殷切希
望广大读者对办好《金坛时报》提出诚
恳的建议与意见，您的参与就是对我
们的支持。

我们将认真统计整理您答复的问
卷，并按照您提出的要求，进一步调整
设置、丰富内容、美化风格、提高质量，
把《金坛时报》办成领导满意、读者喜
欢的深度融合的新闻产品。

参与须知：
1、此次问卷调查，您有两种方式

参与：一是可剪下《金坛时报》刊登的
问卷，填完答题后寄往金坛区晨风路
61号金坛区广播电视台《金坛时报》，
信封请注明“读者调查问卷”；二是可
登录金坛手机台关注《金坛时报》微信
答卷。

2. 截止日期：此次问卷调查从即
日起～12月 10日，我们将从寄回的有
效问卷和网络有效问卷中抽出优秀奖
50名予以奖励。抽奖结果将在《金坛
时报》及金坛手机台公布。

3.奖项设置：获奖者将赠阅 2020
年《金坛时报》一份。

4.答卷说明：
每个问题除特别注明外，均请选

择一个答案，并在问卷相应的□上打
√。

5.投寄方式：
将《金坛时报》二维码（附后）剪

下、粘至信封贴邮票处，
注明《金坛时报》读者调
查问卷，就可免邮资寄
送。
二O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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