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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丙宇刘亚鑫
通讯员魏国武余晓建

3月29日，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

内，春意盎然。

常青的植物，联排的楼房，健身广场、

游园、幼儿园一应俱全……原是省级贫困

村、本就是管理难点的东大阳堤村，眼前

却欣欣向荣。

若没有一个好带头人，一切都难以实

现。

陈来胜，东大阳堤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个头不高，说话嘎嘣脆，看起来普

普通通，却点燃了东大阳堤村的发展引擎，

让村子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先行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农村农业发

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

革。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新农

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

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陈来胜践行着这一切。从潮湿破旧的

土屋搬进小别墅、村集体从负债累累到一

二三产发展迅猛、从人心涣散到一心一意

跟党走……东大阳堤村的变化天翻地覆。

今年，陈来胜推出了东大阳堤村乡村

振兴十大项目，在“项目为王”的热潮中再

次大显身手，成了新乡全市农村干部借鉴

和学习的榜样。

走进陈来胜的办公室：桌上，关于东

大阳堤村的规划图成摞；口袋里，塞着介

绍村里孩子求学的信；墙上，挂着真心真

情真诚为群众的牌匾……东大阳堤村的

群众，陈来胜时刻惦念着。

把惠民政策与农村实际结合
起来：乐当解疑释惑的“百宝箱”

以基层党建为龙头，不断提高乡村全

面振兴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

创新农村改革，敢作为、善担当，把党支部

变成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红色堡垒

历史矛盾过多，从20世纪 80年代

起，东大阳堤村偷盗案件频发、环境脏乱

差、拉帮结派严重。

生于斯，长于斯，陈来胜比谁都着

急。原在新乡县粮食系统工作的他，改制

“内退”后“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2008年5月，52岁的他放弃红火的快递

生意，从头再来当上了村支书，凭着一腔

热情，立志带领群众干出个样子。

新官上任，陈来胜却愁眉苦脸。村里

到底咋发展？陈来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他走街串户，研究政策，夜不能寐。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8年

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要求把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

国家要建设新农村，东大阳堤村也一

定要跟上。陈来胜如获至宝，一番思考后

决定：拆旧村建新村！

陈来胜的决定有现实意义：村里地势

较低，一下雨就被淹，各家的宅基地一层

层加高，房子拆了建，建了再拆、再建，造

成地势有高有低，房子各式各样，村子杂

乱无章。

“几十年前就想搬村，前几任干部也

都想搬，现在咋还这样？就陈来胜能？”很

多人都觉得这事办不成。

消息传开，不信任和质疑声接连不

断。

“一定要搬，住这地方，就是天天吃肉

都不香！”陈来胜的决心很大，“东大阳堤

村要想改头换面，没有拆旧换新的‘大换

血’不行！”看准路子的陈来胜决心已定。

不打无准备之仗，陈来胜早就“算计”

好了。那几年，新乡市擂响了新农村建设

的战鼓，不少村庄被列入示范村名单，开

始建“洋楼”、育产业、抓就业，农民搬进现

代化社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但在2009年，东大阳堤村没有在新

乡县最新一批示范村名单上。

陈来胜急忙去翟坡镇找领导。“你们

村太乱，名额给了也弄不成，等下一批

吧！”镇里的干部“泼来冷水”；陈来胜又去

县里，也被劝说等下一批。“等不起！东大

阳堤村迫切需要发展。”陈来胜深知。

当晚，回家躺在床上，陈来胜睡不

着。“说啥都得建新村，就是去找县委书记

也得弄成！”村支书找县委书记？陈来胜

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

但不甘心的陈来胜，还是“闯”到了时

任新乡县委主要领导的办公室里。

一番胸有成竹的介绍和承诺，让县里

的领导对陈来胜和曾经的“乱村”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当即决定跟着陈来胜去村里

看看。

就这样，踩着泥泞，踏着杂草，一行人

和陈来胜在村里转了一个多小时。

村里地势低爱积水，大家潮湿的被

褥被陈来胜换成了新的；曾经浑浊的水

也被陈来胜新打的井水替换了；杂草丛

生的荒地，已经在陈来胜心里规划好了

用途……看着劲头十足、胸有成竹的陈来

胜，县里决定，给东大阳堤村一个名额。

陈来胜乐坏了，劲头更足了。道路、

新房、用电等项目开始实施；新农合、农村

低保、各种涉农补贴等实事落了地；文化

广场、车棚、卫生室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2013年，群众搬进新村。

搬新村预计的“收获”很快到来。村

庄重新规划节约了100多亩地，再加上整

理周边的荒地，收回破旧砖瓦窑厂等一系

列动作，陈来胜一算，村里的建设用地已

经足足有600多亩。

“这无疑是一场巨变。”陈来胜说，群

众终于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力量，村

“两委”班子的威信也树立起来了，大家都

觉得，陈来胜真是有“几把刷子”。

能有“几把刷子”，源于陈来胜持之以

恒的学习。“向惠民政策学习，向群众学

习，才能懂政策、懂群众的心，工作才能做

得好、干得实。”谈起政策和形势，陈来胜

俨然一个三农“土专家”。

后来，东大阳堤村不仅变身为城市一

样的花园式新农村社区——朝阳社区，还

依靠建设用地，引进13家企业，壮大集体

经济，农民摇身变成“产业工人”。

而陈来胜，也因为村里的蜕变，成为被

学习的典型和各地基层干部的“百宝箱”。

2021年3月份，新乡市开始试行“导

师帮带制”，陈来胜第一个被翟坡镇纳入

计划，成为“导师”帮带西大阳堤村党支部

书记吴志新，为他“传经送宝”，西大阳堤

村的党员干部干事热情也被激发，村容村

貌、产业发展飞速提升。

现在，向陈来胜“取经”的邀约越来越

多，他都热心接受，讲课讲到了全省各地，

被广大基层干部所熟知。仅在2021年，

陈来胜就外出授课20多次。

把产业发展与市场变化结合
起来：甘当敢为人先的“干事狂”

探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持

续推进一二三产融合，促进群众充分就业

创业，让收入分配更趋合理公平，建设乡

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一串串闪亮的数字，让人不禁啧啧称

叹：2021年，东大阳堤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3.3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近300万元。很

多人都不相信，东大阳堤村就在10多年

前还是个贫困村。

是什么让东大阳堤村变得如此富

裕？陈来胜的秘诀在于，他选择了一条壮

大村集体经济与市场变化结合起来的路

子。“通俗点来说，就是‘借鸡生蛋’‘借梯

下楼’。”陈来胜解释。

建新村余下的建设用地咋发挥作

用？村里不少干部和党员劝他：“陈书记，

你之前生意做得那么好，咱有地，弄个厂

试试呗！”

“人人都知道开厂挣钱，可赔了呢？

一没基础，二没资源，三没人才，弄个项目

叫不响市场，对不起群众！”陈来胜没有

“一腔热血”，反倒是直犯愁。

产业咋办？项目咋建？就业咋弄？

陈来胜揣着众多的问号，和村“两委”班子

一起，先后到浙江、江苏等地取经。

村干部李清山回忆，从江苏永联村参

观结束后，陈来胜豪情满怀，在笔记本上

写下：“要把农村资源资产化、资产产业

化、产业股份化、股份市场化。”并兴奋地

说村里发展有出路了！“以为他只是一时

兴起，没想到还真干出眉目了。”李清山

说。

为了实现这些，陈来胜依旧抓住机遇

“借东风”。

2009年经省政府批准，新乡经济技术

产业集聚区设立，驻区企业总数达到100

多家。这里的振动设备、封头制造已成为

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机械制造、化学化

工、生物医药等产品销往国内30多个省

市，并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东大阳堤村距新乡经济技术产业集

聚区“一步之遥”，陈来胜拆旧村建新村节

约的建设用地有了用武之地。

2010年年底，村里引来了第一家企

业：新乡宏达冶金振动设备有限公司。“许

多产品，我们的市场份额占到了同类型的

80%，有的甚至达90%以上。”公司总经理

韩瑞霞向记者介绍，现在厂里用工80多

人。

之后，13家企业陆续入驻东大阳堤

村，涉及新能源、机械制造等领域，用工量

达8000多人，年轻的做技术工人，年龄大

的从事保洁、保卫等。东大阳堤村的劳动

力全部实现家门口就业。

群众都去上班了，村里的地不就没人

种了？其实在企业入驻前，陈来胜就想好

了办法。通过流转土地，村里的700多亩

土地全部流转给3个家庭农场进行规模

种植，解放了全村1000多名劳动力。

陈来胜敢干又能干。也正是因为他

的这番操作，东大阳堤村开启了“一产兴

旺、二产发达”的状态，人口聚集到近万

人，三产越来越热闹。2019年，四星级的

中州颐和酒店也看中东大阳堤村这块“宝

地”，来此投资运营。“东大阳堤村让我们

实现了在村里建店的突破。”该酒店总经

理秦吉伟告诉记者。

从大学生、研究生再到年过花甲的老

人，在东大阳堤村，都能找到创业就业的

舞台和机会。

陈来胜的愿望实现了，全村人就地成

了产业工人。

村民田菊香，丈夫和儿子各买了一辆

货车给家门口的企业搞运输，儿媳妇在村

幼儿园当老师，一家人成了“上班族”；村

民申国政，在找门卫工作时，都还要几个

公司比较着挑一挑。

“只要想干，年龄大点也能找到满意

的工作！”陈来胜有自信。

敏锐的市场眼光和嗅觉，让陈来胜具

备了超前判断力，对上级政策的灵活把握

和理解，陈来胜也总能选对方向。他的每

一次探索，都给东大阳堤村带来新变化。

如今又将启动“智慧家庭”建设，谋划考察

了五六年的康养、医养、观光产业也即将

开工，东大阳堤村的群众和企业，将享受

更多的发展成果。

跟着陈来胜，大家都觉得有奔头。

（下转第二版）

先行一步探路乡村振兴先行一步探路乡村振兴
——记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党支部书记陈来胜记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党支部书记陈来胜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宋帆）

“我们要为人民群众监督好每一起案

件，做好诉源治理工作开展后半篇文

章……”近日，在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诉调对接中心，魏都区纪委监委派驻第

十六纪检监察组组长姚娟为人民调解员

代表上廉政课。

为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升

调解员的履职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魏

都区借助智慧调解平台积极融入辖区内

“红色治理”模式，推进“诉源治理、多元

解纷”工作的深入开展。人民调解员要

充分认识调解工作在审判中的重要意

义，强化意识，过好政治关；要充分发挥

好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第一道

防线”的作用，积极进取，过好履职关；要

切实提高自身业务技能，多措并举，过好

学习关；要秉公处事，自觉维护清正廉

洁，坚守底线，过好廉洁关。

“派驻纪检监察组就是要当好提示

员、宣传员、监督员，向我们监督的单位

提醒做好党风廉政工作部署。”姚娟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认真向法官、人民调

解员宣传好中央、省、市和区纪委重要

精神指示，做好廉政宣传教育。姚娟

说，积极融入辖区内“红色治理”模式，

助力“四治融合”，更好服务群众，增进

民生福祉。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宋涛）眼

下，宁陵22万亩梨花竞相绽放，美不胜

收。3月30日，记者从宁陵县委宣传部

了解到，今年因疫情防控需要，该县取

消了线下活动，开启“云赏花”模式，通

过融媒体平台向大家直播“千树梨花千

树雪”的醉人景观。

据了解，宁陵县是“中国酥梨之

乡”，所产的酥梨皮薄肉嫩、脆甜无渣，是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该县

做大做强酥梨产业，形成了集农业开发、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梨经济”。目前，宁

陵酥梨种植面积22万亩，年产酥梨6.5

亿公斤，年产值突破10亿元。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通讯员杨亚
昆）“我们坚持党建‘第一责任’引领，时

刻关注企业诉求，以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贴心的生产环境、暖心的生活环境和舒

心的生态环境为企业提供优越的营商环

境。”3月28日，淇县县委书记杨建强谈

到如何服务企业发展时说。

当天，在淇县兴达公交有限公司院

内，伴随着“公交红船”上播放的红色歌

曲，两辆公交车完成接替。记者看到，这

里党员责任岗、党员示范区、党员承诺公

开栏、党员教育活动室等一应俱全，党建

氛围浓厚。

近年来，该县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开

展“一创双有双争”活动，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以创建“双强六好”党组

织，即通过创建以党建强、发展强为目

标，生产经营好、企业文化好、劳动关系

好、党组织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社会评

价好为标准的“双强六好”党组织，以党

组织做到在企业发展中的有为，实现在

非公经济组织架构中的有位，争当支持

党建工作优秀企业家、争当优秀党组织

书记。以推进全县非公经济党组织党建

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作为检验“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实效的重要抓手。

本报讯（记者于涛）生产农产品用

药不规范，或者药物残留超标，就有可能

被列入失信惩戒名单。3月29日，记者

从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上获

悉，为促进经营主体从“要我安全”到“我

要安全”的观念转变，今年我省将搭建农

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平台，建立健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评价体系，试点推

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等品牌农产品生产主体进行农产品

质量安全信用评价。

据悉，今年我省将积极推进监管方

式转变，强化“互联网+监管”技术应用，

鼓励各地试点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用管理，建立完善农安信用评价体系，

完善信用档案，探索信用分级监管，把

农安信用和产品抽检、金融贷款、品牌

认证结合起来，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的诚

信意识。

2021年以来，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坚持“产”“管”并重，着力推动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

产，持续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治理、

监测预警和专项整治，全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形势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耕表示，今

年全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源头治理，

严格规范农药兽药使用管理，从源头上

遏制污染食品流入市场、流向餐桌。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3月30日，记

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充分发挥省实验

室突破引领作用，推动实验室高标准入

轨运行，近日省财政拨付嵩山实验室专

项资金2亿元，专项用于办公条件完善、

人才引进、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等开办费

支出。

该项资金参照深圳做法，试点实施

以“信任和绩效”为核心的科研经费管理

改革，经费实行“放权限、四自主”管理，

省实验室可自主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在

预算范围内，自主组织项目申报、自主确

定项目、自主核定项目（课题）资金额度，

赋予省实验室充分科研经费管理权。

我省安排2亿元资金
支持嵩山实验室建设

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提出

加强信用监管 确保食品安全

淇县党建引领激发非公企业活力

宁陵梨花节邀您“云赏花”

许昌市魏都区

为“诉源治理”添油助力

3月30日，尉氏

县邢庄乡一纺织公司

的车间内，工人们在

忙生产、赶订单。 近

年来，该县积极引导

当地纺织、印染、服装

企业提档升级形成

“产业链”，吸引农民

回乡就业。

李新义摄

振 兴 路 上 有 故 事

3月30日，游客在沁阳市紫陵镇赵寨村千亩油菜花田赏花游玩。杨帆摄

莫负好春光好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