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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焱）“汤面条出锅了，大家都赶紧来盛

啊……”7月7日中午，在宝丰县李庄乡翟庄村，用砖块垒砌、再用泥巴糊

严实的地锅灶上，热气腾腾的野菜面条即将出锅，干烧柴、铁锅煮，色香味

美的大锅饭，蕴含着一种浓浓的乡土情结。

“啥也不如俺这儿的‘乡情大锅饭’好吃，再拌上自家做的辣椒油，比吃

肉都香！‘乡情大锅饭’的食材都是大家伙兑的，有人拿豆腐、干芝麻叶、芹

菜，也有的兑些油盐酱醋，大家趁着吃饭聊聊家常，氛围融洽，可开心了！”60

岁的翟金焕是这里的常客，说起“乡情大锅饭”笑得合不拢嘴。

据了解，“乡情大锅饭”是翟庄村多年的传统，按照“村民自发参与、无盈利

目的”的原则，村民每个月会自发组织两次，参与群众从最初的几位到目前的

30多位，其中多为年岁较长、子女长年在外的村民。“乡情大锅饭”欢乐共享餐

的温馨场景，不仅为乡亲们搭建了心灵沟通的桥梁，也让邻里间的情谊日益深

厚。“乡情大锅饭”已然成为翟庄村推进乡风文明、展现和谐新貌的独特风景线。

翟庄村的乡风文明之盛，远非“乡情大锅饭”所能涵盖。

翻阅翟氏族谱，从明末清初至今，翟氏族人兴办义学、代代传承家规族训，

从“德、孝、廉”的规训中汲取优良的家风滋养，深深植根于翟庄村的每一寸土

地，滋养着代代村民的心灵。这些家风家训不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更在翟庄村内外播撒下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种子，形成了淳朴的民风。

近年来，翟庄村还充分利用翟氏祠堂这一历史建筑，设立村级信访工作

点——翟庄德孝明理堂，深挖孝德文化精髓，积极吸纳老教师、老党员等社

会力量，组建了一支专业且富有经验的调解团队，将家风家训融入矛盾纠纷

调解中，促进了乡村道德风尚的提升，为乡村的和谐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

“下一步，李庄乡将持续弘扬文明新风，充分挖掘和整合优秀传统文化

和优良道德风尚，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助推乡风文明

新风尚。”李庄乡党委书记冯宇航说。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曾权伟）

“庄跃兵，你们杜营村的烟叶和甜叶菊，一

片绿油油，茁壮成长，丰收在望啊！”

“我们村留转土地600多亩，以聚众农

业公司为龙头，大力发展甜叶菊、烟叶、香

菜等特色农业种植，提高了农民种植收益，

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回答问题的庄跃兵是邓州市刘集镇杜

营村党支部书记，提问的是邓州市刘集镇

王赵坡村党支部书记王磊。

7月 4日，刘集镇党委组织全镇 26个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开展“逐村观摩、整乡

推进”活动，通过观摩交流，检阅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和“五星”支部创建成果，激发各

村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积极性，进而推动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为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你们看余家村的水产养殖基地，池塘

中的鲫鱼、小金鱼在水中游得多欢。”

“既有以陈桥的梵雅箱包厂、石营的亿

鑫玩具厂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产业，也有以

杜营的甜叶菊+烟叶种植加工、余家和曾

家的鹅苗养殖基地为代表的种植养殖业，

既有胡鲁营大召黄酒、余家水产养殖这样

的特色本土产业，还有像孙庄寺鑫森林木

业等引进的实力企业，可以说是多点开花，

各有千秋。”陪同观摩的邓州市委组织部观

察员感慨地说。

刘集镇在开展“逐村观摩”活动中，由

镇党委负责人带队，全体班子成员、包村干

部、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队员参加，做到产业项目必看、村级

党群服务中心和党建工作资料必看，第一

季度观摩问题整改情况必看，各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在本村的观摩点向观摩人员进

行3~5分钟情况介绍，由点到面展示今年

以来“五星”支部创建、“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运用及其他重点工作取得的成效，观摩

人员进行现场打分。

在进行逐村观摩的基础上，由镇党委

摆擂，26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逐个登台

演讲，并现场答辩、逐人点评、综合打分。

“我们陈桥村认真落实‘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制度，认真组织好党纪学习教育，

抓好党员教育管理，使党员队伍更清洁、更

团结、更有战斗力、更具有模范带头作用。

落实整理完善‘五星’支部创建档案，29项

工作内容和村部软、硬件设施设备建设，为

党建工作夯实基础。”在随后的点评会擂台

赛上，陈桥村党支部书记王青山慷慨陈词。

“通过‘大比武’这个有效载体，广大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比出了成绩、找到了差

距、形成了压力、提升了动力，有效激活了

基层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呈现出‘群雁高飞

头雁领’的崭新气象。”刘集镇党委负责同

志表示。

本报讯 7月 3日，洛阳市伊滨区“宁德

时代”洛阳基地项目建设现场，一期工程正

加速建设。

“现在项目一天一个样，需要协调的事

情更多了。我们一直驻扎在现场，有事立

刻协调解决。”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负责

人李珂说。

自“宁德时代”洛阳基地项目建设以

来，伊滨区坚持将党建工作融入项目建设

各个环节，探索“党建+项目”融合发展新

模式，坚持项目建到哪里，党建就跟到哪

里，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

推进项目建设的强大红色动力。

按照“专班跟进项目”模式，伊滨区以

党建为引领，成立由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

导亲自挂帅的项目建设指挥部，明确一名

区领导常驻指挥部，统筹调度各专班开展

工作。

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党员岗位就

设在哪里，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哪

里。该区将“最能打仗的人”派给“最需

要的项目”，从区直单位抽调 7名以党员

为主要力量的业务骨干充实到指挥部办

公室，在项目建设一线培养、选拔、考察

和使用党员干部，有效激发党员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

“办公室就设在项目施工现场，24小

时保姆式服务，确保项目始终有人盯，问题

随时有人管。”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人员张林林介绍说。

第一时间解决供水需求与设计问题、

优化周边道路、推动外部供电线路建设、解

决厂区道路开口及地下管网对接问题……

李珂表示，将紧盯时间节点，积极协

调，及时解决厂房施工及市政要素保障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同“宁德时代”的沟

通对接，推动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

（许金安 张晓晨）

□本报记者 丁需学

7月 3日早上刚一上班，邓媛贞就在村

室来回穿梭，打印学习资料、准备会议议程、

联系参会人员……为村里的会议做着准备。

“小邓不错啊，现在你啥活都会干，而

且干得很好！”舞钢市庙街乡党庄村党支部

书记刘志杰一来便竖起了大拇指。

乡土情结 扎根基层

问起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邓媛贞打

开了话匣子：“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一段

时间，日暮时分总有几只鸡鸭左右摇摆着

回家，还有知了在树上唱歌，邻居们也会互

相串门送吃的……”

小时候关于乡村的美好记忆，似乎是

邓媛贞心里的一片桃花源，在她心里种下

了一份乡土情结。

“我一直都很想帮乡村发展起来，让村

民生活得越来越好，毕业前我看到不少选调

生前辈的故事，知道他们来到乡村，跟着村

干部给老百姓做实事后，便也想选择这份工

作，为美丽乡村做点工作。”邓媛贞说。

摸清村情 融入集体

虽然心怀乡村，但在初到党庄村时，邓

媛贞其实也曾有过迷茫，刚刚毕业参加工

作就被派往基层锻炼，不熟悉村里情况和

业务工作，找不到工作重点。

“其实入村之前，我就知道在基层工作

肯定不容易，但我想着只要把村里情况摸

熟，村民的想法摸透，就能做好工作。”邓媛

贞说。

于是，邓媛贞连续两个多月走村入户，

走访了全村125户人家，了解他们的家庭情

况、个人情况，高质量完成了《村情要素统计

表》和村庄《综合情况报告》。除入户走访

外，邓媛贞还向村干部学。无论是日常党务

村务，还是“五星”支部创建，对交办经手的

每一项工作，她都会刨根问底。

“党庄村现有 4个村民组，125户 496

人，村‘两委’确立了以‘乡村旅游’为主线，

以‘艾草种植、温室大棚采摘、梯田林果’为

主要内容发展产业，目前已建成40余亩的

中草药种植、30余亩的高标准设施农业和

70余亩的蟠桃梯田，这些项目业已成为强

村富民的产业。”现在，邓媛贞不仅对村里

的情况了然于胸，对村民的诉求也记在心

头：“生活垃圾、夜间照明等问题村民时有

反映，需要尽快协商解决。”

发挥优势 实现价值

刚到村上，邓媛贞便发现村干部们电

脑操作不熟练、办公效率不高的问题。起

初，作为村干部里少有的年轻人，邓媛贞会

帮助村干部开展涉及电脑操作方方面面的

工作，但长时间下来，村干部对电脑实际操

作仍很陌生、被动。

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想

法，邓媛贞利用空余时间开起了每周两次

的夜校，采取现场讲解理论和实践操作相

结合的形式，教村干部和村民基本电脑办

公操作技能，提高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计算

机基础操作水平。

如今，邓媛贞已然成为村里的“社情民

意调研员”“人居环境美化员”“‘五星’支部

创建员”……村民对她的称呼也从新来的

“同志”变成了“闺女”。

“村民的肯定，是我最大的动力，我将继

续努力工作，为大家排忧解难。”邓媛贞说。

7月4日，渑池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活动走进英豪镇东七里村。此
次宣传活动旨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架起与
广大群众的连心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旭 摄

助农的道路越蹚越宽广采访手记

村支书档案

村支书“触网”土特产变香
——记桐柏县城郊乡方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王顺利

●19701970年出生年出生

●19991999年任方年任方

家寨村治保主任家寨村治保主任、、

民兵连长民兵连长

●20112011年任方年任方

家寨村主任家寨村主任

● 20142014 年年 1010

月任村党支部书记月任村党支部书记

至今至今，，被当地人誉被当地人誉

为为““网红支书网红支书””

□本报记者 曹国宏

第一次见到“网红支书”王顺利是在桐
柏县吴城镇郭老庄村的千亩蟠桃园里，他
正站在手机前直播，与直播间见到的其他
主播不同，这位“网红”似乎不是太会“销

售”，没有夸张的表演，甚至连普通话都不
太标准，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朴实和
真诚。

通过深入交谈了解到，他除了做好本
职工作外，还经常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卖
货”、参加各种特色农产品推介活动，活跃在

助农的道路上。其实他并不想成为什么“网
红”，只是他很清楚农民的不容易，桐柏是个
小县城，很多农民还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
干活，现在想为农民做点事，了解农民的需
求，倾听他们的心声，不管助农这条路多
坎坷多艰难，他都会走下去。

王顺利直播销售朱砂红桃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杜福建 牛靖童 姚薇 文/图

伊滨区坚持党建引领助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党建赋能为新能源产业注入红色力量

群雁高飞头雁领“比武争星”促发展
邓州市刘集镇开展“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

邓媛贞的乡土情结——

让乡村更富生活更好

“乡情大锅饭”引领文明新风尚

仲夏时节，来到桐柏县吴城镇郭老庄村千

亩蟠桃园里，连片的桃树郁郁葱葱，诱人的鲜桃

压弯了枝头，果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6月 28日，走进桃园深处，桐柏县“网红支

书”王顺利正手掰着桃子，站在手机前直播。“直

播间的家人们，大家瞧瞧，这是我们当地的朱砂

红桃，肉多核小、口感软糯香甜……”直播之余，

王顺利告诉记者，他最近在大石坡村和黄岗镇

大棚村两头跑，通过直播已卖出2000多单，一

心打算将桐柏的桃子销往全国。

王顺利是桐柏县城郊乡方家寨村党支部书

记，被当地人誉为“网红支书”。20世纪 90年

代，他就在该村担任治保主任，2011年被村民

选举为村委会主任，2014年因工作出色被推举

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是怎样成为一名“网红支

书”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发展特色种植业

方家寨村地处桐柏县深山区，全村1000多

人，分散居住在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民主要

依靠种植大米、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来养家

糊口。自从挑起村党支部书记这个重担，王顺利

便想着如何带领群众摆脱经济落后的状况。他

开始思考通过种植特色作物来推动村里发展，结

合当地土壤特性，多方考察后，他认定村里土壤

适宜种植茶叶，于是决定带领村民种茶致富。

2014年，王顺利将自己的想法向村民讲了

之后，大部分村民并不相信，在一些村民看来，

他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要是真干起来，最后未必

能成功。王顺利明白，只有拿出实打实的成果，

才能让大家真正信服。他带头示范，种了60余

亩茶叶，品种为中茶108。3年后，茶叶丰收，净

收入达10余万元，虽收益不算太高，但他成功

探索出了种茶致富的新路子。

王顺利召集大伙儿开会动员种茶，并带领

群众外出考察，然而群众仍心存疑虑。于是他决

定先动员村里的大户种植。在他的动员下，村民

汪后军响应号召，种了30余亩茶叶并获得成功。

探索直播助农

茶叶虽然种起来了，可销售难题却接踵而

至。面对满园滞销的茶叶，王顺利愁上心头。

在部分贫困户的帮助下，茶叶的采摘问题得以

解决，他就带着种茶户到县城茶叶加工点售卖

鲜叶，一斤能卖30~60元，收入微薄。

必须改变种茶只卖鲜叶的状况！王顺利决

定自己加工销售。他投资3万元购置了制茶设

备，制出的茶叶通过亲朋好友销售出去，销路仍

没有打开。每到春节，冰箱里满满的茶叶卖不

出去，他欲哭无泪。如何才能将茶叶销售出去

呢？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顺利看到某网红主播

一小时内销售上千单的佳绩，他心动不已，毅然

转战直播领域。起初不懂，他先后4次前往信

阳向茶叶网红拜师学艺，还花费近4万元聘请

郑州专业团队前来培训，不仅自己学，还免费培

训村民。通过不懈学习，他初步掌握了直播带

货的门道，最成功的一次，不到两小时就销售将

近2000单，收入2万元左右。王顺利由此尝到

甜头，一发不可收，当起了“网红支书”，亲自跑

到茶园带领茶农直播，短视频账号如今已有4

万余名粉丝关注。通过直播带货，方家寨村的

茶园面积由最初的少量种植发展到现在的

4000多亩，茶叶销售难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

城郊乡彭沟村村民张国金种植的50多亩

红薯和20多亩板栗，曾一度遇到销售难题，心

急如焚之时，王顺利主动上门直播带货，帮忙把

1万多斤红薯、4000多斤板栗全部销售出去。

张国金感激万分：“王支书帮了我大忙，不然这

些农产品烂在手里，损失可就大了！”

王顺利还倾力帮助困难村民王顺俊，引导

他种植40亩茶叶，每年都帮他直播销售，摘掉

了贫困帽子。

做大做强产业

直播取得成功后，王顺利注册成立了河南

利帆农业有限公司，主要开展茶叶种植、生产加

工、销售出口、茶艺培训等。公司成立后，他积

极开展校企合作，与桐柏县中等职业学校合作，

建起了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农产品销售直播

基地，带动更多群众走上了“公司+基地+农户”

的共同富裕之路。

除了自己直播带货，王顺利还聘请了4名

网络直播人员一起带货，每年销售桐柏县茶叶、

艾草、豆筋、鲜桃、木耳、板栗、香菇、食用油等特

色农产品，产值达上百万元。

成功后的王顺利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连续

6年捐赠助学金，帮助桐柏山区一批贫困学子

解决了入学难题。

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笑容也多了，这让

王顺利有了更多的成就感和更强的责任感。谈

及未来，他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打算发动村民

再扩种1000多亩茶叶，同时培训更多的“直播网

红”，为桐柏县农产品直播带货助力，让全县农产

品都能走出去，走向全国。他还申请加入桐柏

县网络文明使者团队，进一步打响“网红支书”

品牌，为桐柏县特色农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王顺利在茶园采摘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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