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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22

杨兆秀：

乡村振兴
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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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发现村里有一个新变化，
来村里卖东西的小商贩多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村里的路好走了，
人居环境提升了。这几年，村里完成了
大街小巷污水管道铺设和终端处理，路
面全部水泥硬化。另一方面，是村民们
兜里有钱了，商贩们的商业嗅觉是很灵
敏的。

今年，合作社又新建了37个大棚，
大棚总数量已经达到102个，流转土地
面积150多亩。村里90%以上的村民都
在合作社打过工。去年合作社毛收入
200多万元，长工每年能挣3万元左右。

在大棚种植品种上，我们主打西红
柿，大家都说我们的西红柿能吃出“小
时候的味道”。西红柿每箱20斤，60元，
定位普通消费者家庭购买。

为了减少中间商赚差价，建立稳固
的销售市场，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
直在探索微信群直销的模式。如今已
经建立了100多个“微信帮扶群”，我们
根据订单自己设计货车配送路线，速度
快、成本低、保新鲜。

今年，孙国亮书记和工作队正在帮
合作社申请入驻“832平台”（“脱贫地区
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的简称），进一
步扩大销售渠道。

除了大棚蔬菜种植，我们村还发展
了养殖业。

从 2017 年开始，我们开始进行华
北柴鸡林下试养，探索种植剩菜养
鸡、鸡粪肥田、肥田种植蔬菜的生态
循环链，每年柴鸡销售纯收入有10
多万元。今年，我们的柴鸡养殖
规模扩大到了5000只。

去年10月，在新一轮驻村干
部调整时，在县乡村的挽留和河
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党委的支持
下，孙国亮书记又留下来继续担
任我们村第一书记。

如今，市里、县里正在加快推进
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村里将依

托“泥河湾小长梁遗址”的文化名片，利
用“三面环河一面靠山”的自然条件，借
助“毗邻国道和高速公路”交通便利，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要求，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继续打造美丽村庄，让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要继续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加油干，把孙国亮书记带给我们的精神
力量传递下去，一旦他和工作队离开，
村“两委”能扛起四十亩滩的发展大旗，
真正给村里培养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
队。

口述/杨兆秀 整理/河北日报记
者 李冬云

“新来的第一书记是个干事的”

2022 年 5 月 20 日，张家口市阳原县四十亩
滩村。

村种植专业合作社蔬菜大棚园区里，工人
们正在忙着给西红柿绑架、打杈。

在分拣棚，村党支部书记杨兆秀正准备预
订新包装箱，他拿起一个库存的箱子，乐呵呵
地说：“看看给我们村西红柿代言的‘明星’是
谁？”

箱体上的“明星”脸晒得黝黑，双手捧着西
红柿笑得灿烂，他就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孙国亮。

“孙书记刚来的时候，皮肤不黑，就是这些
年在村里干农活晒的。”杨兆秀至今还清楚记得
与孙国亮的第一面。

2016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七。
杨兆秀接到通知，赶到辛堡乡乡政府，与省

里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
院办公室副主任孙国亮见面。

“第一印象孙书记是个大学老师，白白胖胖
的，说话文雅，我当时就想，不像是能在我们这
贫困的小村子里吃苦的，估计报个到就走了。”
杨兆秀说。

这个贫困的小村子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呢？
2016年，四十亩滩村全村132户，336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9 户，173 人，占一半还多。
人均不到 2亩地，一年一季种玉米，人均年收入
只有 2600 元。全村村民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超
70%，有的连名字都不会写。2015年之前，村里考
取专科以上的大学生只有6人。

50 多岁的村干部杨生广感慨，全村年轻人
都外出打工了，在留守的村民里，他算年轻的。
因为村里穷，村里许多男孩子娶不起媳妇，年龄
大没技术的村民找不到工作，就蹲墙根晒太阳
或者打麻将，生活没有奔头儿。

75岁的村民杨兆稳说起工作队来之前的日
子，用得最多的字是“熬”，他说：“在这地方，活
一百年跟活一天一个样。”

当时杨兆秀和村民们都没想到，孙国亮和
扶贫工作队的到来，对四十亩滩村意味着怎样
的改变。

当天傍晚，杨兆秀把孙国亮和工作队两名
队员带到了生着小煤炉子的村旧大队部，孙国
亮把铺盖铺在破旧的铁床上，当晚和村“两委”
班子见了面，正式驻村开展工作。

驻村扶贫，首先要精准了解村情民意。
看过村民的档案资料，孙国亮觉得信息太

少，村民的照片都没有。“孙书记警察出身，想到
了人口调查的办法，让我带他去了趟辛堡乡派
出所，打印出了村民的户籍底册。”杨兆秀说。

初到四十亩滩村，因为住处没有做饭的地
方，孙国亮提出把伙食费交给村民杨兆山夫妇，
想和他们一起吃。吃饭的功夫，就成了他了解村
情的好机会。

“那时候，孙书记饭前饭后不闲着，拿着户
籍底册，对着照片，让我们老两口给他介绍村民
的情况。”杨兆山说。

按照杨兆山夫妇的介绍，孙国亮把村里几
大户的村民谱系关系做了分类整理，用曲别针
一沓沓别好。

看着这一幕，杨兆秀第一次觉得，“新来的
第一书记是个干事的。”

为了尽快将户籍信息对号入座，工作队开
始走访调查。

杨兆秀发现，孙国亮入户调查都不带笔和
本，蹲墙根的人群里、房前屋后、炕头上，他走到
哪聊到哪。“孙书记心细着呢，他知道要是拿着本
本记，村里人就不愿意放开聊啦。”杨兆秀解释。

为了能和村民顺畅交流，孙国亮还要过方

言关。老家沧州的孙国亮最初对张家口方言一
句也听不懂。

“闹不机密”“圪蹴”“俏货”……孙国亮把难
度大的方言词在电脑上整理出来，弄明白意思
后一个个练习造句。

“村里贫困户，谁家有啥困难，哪家有啥矛
盾，很快孙书记都弄清了。村里大人小孩的名
字，他都能叫得上来。”杨兆秀说。

村民们也很快与这位“见面爱打招呼”的驻
村第一书记熟络起来。

“有了资金，全村脱贫就有
了‘梯子’”

“看电视上不少比我们村条件差的村庄，都通
过发展产业富起来了，我们村干部看着也着急。”

“村里水资源丰富，土地平整，过去种过菜，
但没销售渠道，没做起来。”

“乡里倒是要建万亩蔬菜园区，离我们不远
的小关村的大棚都成规模了，菜都卖给北京的
菜商。”

……
发展产业是脱贫之本。在熟悉户情村情的

同时，孙国亮组织杨兆秀等村干部、村民代表坐
在一起，盘算着村里要发展什么项目。

“咱们也试试搞蔬菜大棚怎么样？”孙国亮
和大家一起分析，“过去村里种露天蔬菜，技术
管理水平不行，销售信息渠道少，风险自然大；
这回有上级扶贫资金支持，咱们把土地、水资源
以及紧邻国道和高速的交通便利利用起来，再
借助乡里建设万亩现代园区的产业聚集效应，
就有可能成功。”

产业方向有了，但做起来困难重重。一期建
20个大棚，总投入得65万元：上级支持50万元，
申请贷款10万元，争取学院支持5万元。然而上
级支持的资金都要等项目建成验收后才能拨付。

因为村里拿不出一分现钱，没一家建设商
愿意垫资干。

眼看着赶不上最后一季儿种植了，孙国亮心
急如焚，最后，他用警院信誉和人格担保，终于说
服了一位学生的亲戚垫资建，协议三期付款。

2016年5月6日，工地上响起了机器的轰鸣
声。大棚终于开工了！

两个月后，大棚即将完工，建设商几次上门
催缴20万元阶段建设款。但直到中秋节临近，还
差10万元没有着落。

催款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孙国亮手机上。
到哪儿找钱呢？

“杨书记，还是要账的，你接吧。”孙国亮把

手机递给杨兆秀，叹口气说，“我都快成老赖
了。”

为了守住合作社的信誉，孙国亮把给孩子
上大学准备的6万块钱转给了工程队。

“这样自己垫钱干工作的好干部，过去我只
在电视上看过，孙书记把建大棚当自家事，我这
村支书哪能不出力？”杨兆秀被孙国亮打动，也
拿出4万元垫付给了工程队。

杨兆秀记得，孙国亮有一个专门的借账本，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大棚始建、扩建和几年经
营周转一笔又一笔借款，有亲戚的、朋友的、学
生的，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元。

“最初我觉得孙书记一个警校老师没资源、
没人脉，现在我觉得他的资源人脉最广，他一说
扶贫村里要用钱，他的亲戚、朋友、学生都来支
持我们，甚至借 2 万，对方直接给 5 万。”杨兆秀
说，“有了资金，全村脱贫就有了‘梯子’。”

大棚建好了，种植、管理、雇工、销售，事无
巨细，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运营模式的确立。

孙国亮统一合作社上下思想，提出大棚一
定要集体经营，优先吸纳本村贫困户入社务工，
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大棚打工挣薪金、产业
盈利分红金。”

流转土地，村民每亩可得 700元—800元租
金，在大棚打工，男工每天可挣 80—90元、女工
60—70元，年终每户有分红。

2016 年 9 月 30 日，合作社卖出了第一车
菜——西蓝花，挣到了第一笔钱。合作社的经营
管理模式初步得到村民的认可，

当年底，上级一期大棚建设款拨付下来，合
作社又开始筹谋二期大棚的建设。四十亩滩村
的脱贫之路迈出了第一步。

“好干部就在我们身边”

在四十亩滩村介绍合作社发展之路的橱
窗中，有一张孙国亮与村民们在田间的合
影，照片中的孙国亮是一个皮肤黝黑、胡
子拉碴的老农。

“我是看着他从180多斤瘦到130多
斤的。”杨兆秀说，“孙书记亲朋好友来
看他，都说要是走在街上都不敢认了。”

在大棚遇到经营困难的 2018 年、
2019 年，孙国亮这个第一书记其实也
在同时兼任蔬菜大棚的“生产队长”。

这个“生产队长”怎么干，一直在大
棚打工的村民刘仲平都看
在眼里。

刘 仲 平 记

得，一个中午，她在大棚里遇
到孙国亮，他正趴在地上给
滴灌管扎眼，是怕滴灌浇不
到边上的苗。“孙书记说，‘死
一棵苗就7毛多钱呐！’”

刘 仲 平 看 他 这 么 干 太
累，劝他多雇两个人。可孙国
亮盘算着，雇带班的一年要
三四万元，雇个男劳力要两
三万元，他自己干就能给合
作社省下好几万元。“孙书记
真的把村里的事当成了自家
的事了。”刘仲平说。

每年 3 月左右，大棚开始撒粪、旋耕、铺
膜……一直忙到 12月。孙国亮夏天经常清晨四
五点钟就到大棚准备工具、派活儿，晚上给工人
们算完账、开完工票往往8点多才回住处。

2018 年 1 月 16 日，孙国亮驻村工作两年即
将返回单位，但一封由四十亩滩村发来的感谢
信寄到了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党委。

信中写道：“听说孙书记他们驻村两年该走
了，老老少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打心眼
里说，四十亩滩村的好日子就在眼前了，真希望
学院党委把孙书记带领的工作队留下，带着我
们一步一个脚印再奋斗一年，我们不愁日子过
不好！”

信的最后附着杨兆秀等 18 名村“两委”干
部、党员、村民代表的签字和鲜明的红手印。

这是感谢信，更是一封挽留信。
四十亩滩村村民这样直白朴素的挽留方式

用了不是一次，而是先后三次。就这样，原本要
走的孙国亮一直留任至今，2022 年已经是第七
个年头。

“孙书记每次都说服从组织安排，其实我看
得出来，他也不想走，他真舍不得我们，舍不得
他一点点建起来的大棚事业。”杨兆秀说。

到 2018 年，四十亩滩村的大棚蔬菜收益达
70多万元，除了给村民分红、偿还借款外，还盈
余20多万元。

2018 年年底，四十亩滩村在辛堡乡第一批
完成整村出列、所有贫困户脱贫。

从 2016 年到 2021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从
2600 元提高到超万元，贫困户产业人均收入由
674元增长到4500多元。

孙国亮带领的工作队被评为 2017 年、2018
年度全省扶贫脱贫先进驻村工作队。2021年，孙
国亮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村民们接触党员干部的机会少，组织上给
我们派了这么好的党员干部帮助村里脱贫，他
每天怎么干，大家都看着。好干部就在我们身
边，他是什么样的，村民心中的共产党员就是什
么样的。”杨兆秀动情地说。

2016年，我省2.2万余名驻村干部奔赴7366个贫困村，奔赴脱贫攻坚一线。
2016年2月，时任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的孙国亮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对口

帮扶的张家口市阳原县辛堡乡四十亩滩村，带领村民发展蔬菜种植、生态养殖。全村2018年底实现
脱贫，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2600元提高到2021年的超万元。

省里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是怎么摸村情、找产业发展路子的？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呈现出哪些新
面貌？一直与孙国亮在一起工作的村党支部书记、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兆秀见证了四十亩滩
村的脱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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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孙国亮在蔬菜大棚劳
动后准备收工。 杨兆秀供图

◀◀20212021 年年 66 月月 2020 日日，，孙孙
国亮国亮（（右一右一））与村民们一起与村民们一起
为西红柿打杈为西红柿打杈。。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耿耿 辉摄辉摄张家口市阳原县四十亩滩村新貌张家口市阳原县四十亩滩村新貌。。
杨兆秀供图杨兆秀供图

▲▲四十亩滩村第一书记四十亩滩村第一书记
孙国亮孙国亮（（右二右二））在村活动室辅在村活动室辅
导孩子作业导孩子作业。。 杨兆秀供图杨兆秀供图

2016年2月24日，四十亩滩村第一书记孙国亮（前排左一）驻村第一天与杨兆秀（前排左三）等
村干部合影。 杨兆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