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大刘村

王建中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苏北人，儿时记忆里，村民住房简陋分散，遇有阴雨降临，道路泥泞不堪，这也

正是曾经的大刘村——一个淮安市洪泽区集体经济薄弱村的真实写照。现在的大刘村是朱坝街道的一个行

政村，由 2个行政村合并而来，包括 14个自然村。全村总面积达 4.5平方公里，辖 8个村民小组，有农户

515 户。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村容村貌极大改观，大刘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文明村”。大

刘村的华丽转身，让我一直想“横看侧看”探个究竟。

乡土留得住

走进大刘村，但见道路宽敞、干净齐整。沿途的路灯一字排开，村民在交谈中脸上荡漾着幸福与自豪。

村民卜大爷介绍，每当夜幕降临，华灯绽放，广场上满是散步、跳舞、打太极的健身人群和嬉闹的孩子，

热闹非凡。

随意走到一户人家，跟老乡聊聊。村民老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我，近年来随着党的富民惠农

政策的落实，农民有了干劲，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村里开展集中居住以后，生活环境和品质都得到了显著

提升，大家感觉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特别惬意。“大刘村现在可真是名符其实的‘大牛村’，来参观的

人愈来愈多。”

2013年，大刘村借“城乡挂钩项目”的强劲东风，利用 151亩的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朱坝街道率先开

展村民集中居住点建设。他们把农村集体土地留在了村民自已手里，给村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经过

几年的努力，全村已有 300 多户进入村集中居住点中心村居住。“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村里通过自筹资

金和积极向上争取等方式，加强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村里的环境美了、道路宽了、河水清了、

夜色明了，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生活，村民们欣赏着田园的风光、享受着城区的生活。”朱坝街道党工委书

记告诉我。

为改善人居环境，大刘村专门聘请专业设计团队规划设计中心村建设，中心村近 2公里长的内部道路

拓宽为水泥路，新建了给水管网和污水管网。此外，村里还新建了综合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

群服务中心和“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提供便民服务项目，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办成事。卫生室、文化活

动室等公共服务设施，让村民享受到更全面的服务。

“我们大刘村，远看像城市，近看像花园，干部作风正派，民风淳朴，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令外

来参观人员羡慕不已。”另一位刘姓村民自豪地描述今天的大刘村。

产业守得住

大刘村有耕地 4700亩，其中南粳 9108有机水稻占 3000亩、稻虾共作占 1000亩，建有 600头良种母

猪场 1家，创办家庭农场 7家，创建农民合作社 2家。村集体有近千平方米门面房的资产用于租赁。村里

还积极探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载体，打造连片高效蔬菜大棚 200亩，引进1000万元的双湖农牧项目，

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2018年，村集体收入达 84.6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 20093元，省定的贫困户全



部实现脱贫，三级以上残疾人员全部享受低保政策。

土地流转“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较好地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村里 90%的土地流转给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耕种，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不仅有效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加快了农业专业化、标

准化、规模化生产，而且推进了村里富余劳动力转移。村民真正做到了“离土不离乡”，主要收入来源于

土地流转租金和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街道园区、区工业园区等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乡愁记得住

大刘村以乡愁记忆为承载，围绕陈列室、展示室、好人墙、荣誉墙进行布局，“两室两墙”成了村民

的精神家园。“日子越来越好了，有些老物件用不上了就捐到村史记忆馆里来，还能让小辈们了解村里的

历史，也让我们的传统农耕文化得以流传下去。”村党总支书记如是说。刚进洪泽区首家村史记忆馆大门，

一阵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木耙、铁犁、竹筢、薅秧耙子等传统耕作农具，马桶、水桶、竹制碗柜等日常

生活用具，粮票、布票和奖状等物件，无不反映了村民昔日的生产生活状况。现在，大刘村村史记忆馆共

有农耕文化、生活用品、文件资料等 200余件展品。

大刘村现有党员 38名，以中青年为主的村“两委”干部 6名，下辖 3个党支部。由 6名退休的村干部、

村民代表、老党员组成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全面监督落实民主议事规则，及时张贴党务、村务、财务的“三

务”公开情况。村里一些老同志、老前辈组成了红白理事会，还有 2名网格员负责调解邻里矛盾，乡亲们

相处都很和睦。

“我们村还有一位为了党的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老革命、老党员，现已 96岁高龄的老支书刘开华，他

一边资助村里的孤儿，寒暑假的时候还开办补习班，专门为孩子们讲一些知识，希望孩子们能够为祖国发

展做贡献。”村党总支书记说。

村史记忆馆墙上悬挂着的一个个“最美家庭”“善行义举”的牌子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村里大力

实施好人选树工程，通过开展“推荐身边好人”活动，每年评选表彰 10名“大刘好人”，选树出一批群众

身边的可亲、可信的好人典型。此外，大刘村还围绕“孝老爱亲”主题，开展“好儿媳”“好婆婆”评选，

弘扬凡人善举。



“把典型放进村史记忆馆，不仅对他们本人是一种肯定，也是对全村树立文明新风的一种鼓励。”村

委会主任说。

通过旧物展示重现旧时生活场景，让村民找寻乡愁记忆。一些村民经常带孩子参观村史记忆馆，让孩

子们既了解了本村过去的历史，知晓前辈曾经生活的艰辛，又让他们知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鼓励

他们好好学习。

当我告别时，村“两委”干部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咛：“要常来呀，把党的富民惠民政策带下来、把好

的项目带下来，我们村就会更美啦。”我会意地点头。

这就是我祖辈曾经劳作的苏北农村，她已不再是昔日的模样，她是中国农村大粮仓的缩影，更是游子

心中永远心系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