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老井卖鹅

王 娟

“天泉湖镇有大量鹅急售，恳请好心人帮忙转发本条消息。”2020 年 2 月 14日晚，督查完太和街道

疫情防控工作后，打开手机，偶然发现微信朋友圈中有一条这样的信息。

看着图片里那黝黑的面孔，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三年前，那时我任天泉湖镇纪委书记。一天早晨，老

井怒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直嚷嚷“哪个是纪委书记？我要告村书记，这种人根本不配当村干部”。见他

十分激动，我赶紧倒杯水请他坐下，舒缓一下他的情绪。

原来，老井之前听村民说种地可以享受国家补贴，心里犯了嘀咕，自己承包的一百多亩土地从来没有

领过补贴，会不会是被村书记贪污了？当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但村里没有通知到已经登记过的老井去投

票参选。后来，老井在村委会公示栏发现，自己所在的村民小组选票数超过在家的村民数。老井又犯了嘀

咕，小组里青年人基本都在外打工，在家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公示里有这么多的选票肯定是村书记搞

的鬼。“这种人就不应该干书记！”一气之下，他想到镇纪委来要个说法。

针对老井反映的问题，我们经过仔细走访调查，发现是村民小组的组长没有按照要求，逐户通知到本

小组的村民参加选举。小组长上门通知时，恰巧老井在外干活不在家。事后，小组长没有想着打电话再通

知一下或是再次上门，也没有贴告知书，使得老井以及其他一些村民未能参会。换届选举当天，村书记安

排小组长多填写选票。而对于土地补贴，老井承包的土地原来是林地，是后来改造成农田的，所以没有纳

入补贴范围。今年，镇农技站正在对类似于老井这样的情况进行梳理，打算向上争取土地补贴。

调查清楚后，我约了老井一早在办公室见面，但他没有按时来。等他走进办公室时，我正接待北山村

的几位村民。我请老井坐下等一会儿，待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再与他详谈。北山村的村民还没有走，我妈抱

着孩子也来到办公室。因为过了喂奶时间，她看我还没有到宿舍去，着急了。我只好让她也坐在办公室里

等。送走北山村的村民，我把老井带到隔壁，向其反馈调查结果。老井听到查实了村书记的违纪行为时，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可当得知只是给予党纪处分时，心中颇有不快。对于没有土地补贴，他更不高兴了。



当我拿出文件依据和村里上报的土地补贴表时，老井抛出一句“官官相护”。我正想进一步跟他交谈，他

的手机响了，然后急匆匆地走了。

下午一上班，老井打来电话：“王书记，我是老井。今天坐在办公室的是你妈妈吧？你妈抱着孩子坐

在办公室，我拍了视频。你把纪委办公室当成什么了？既然村书记在换届选举时弄虚作假，你查出来为何

不罢免？你这是在包庇，我要到县纪委去告你。”

听了老井的一席话，我哭笑不得：“如果我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存在包庇村书记的行为，你可以去告

我，那是你的权利。至于我妈抱孩子坐在我办公室，按照法律，母亲有哺乳自己孩子的权利。”

我一休完产假，就忙着调查处理老井反映的问题，有时到村里走访群众，根本赶不上饭点吃饭，老井

居然说我包庇他们，还要去投诉……想起这些，心里很是委屈。但委屈归委屈，事情总得做。我主动去找

老井，请他一起再次去调查。渐渐地，老井不再那么抵触了。我和老井还互加了微信好友。

老井最擅长种地，但是种地这么多年，地里始终没有种出个“金娃娃”。几年前，他在虾稻共生养殖

之余，附带养些鹅。随着天泉湖镇旅游行业越来越旺，众多的“农家乐”饭店红火起来，这些店的招牌菜

除了“盱眙龙虾”，就是“红烧老鹅”了。经过努力，老井成为饭店和周边活禽市场的供货商。2019年秋，

老井想大干一场，将饲养量扩大到了 2000只。年前，他只是向老客户销售了少许，想等春节高峰来临。

然而，老井并没有等来料想中的高峰。因疫情管控，“农家乐”暂时停业，活禽市场关闭，他的鹅没

了销路。最难的是，库存饲料他只备了 10天的货。鹅卖不出去，他急了。没饲料、销路难、鹅受冻，老井

眼前的“三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眼看着辛辛苦苦养的 2000只鹅就要“打水漂”，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求助信息。

现在是疫情特殊时期，老井的鹅一旦卖不掉，他几年的辛苦白费不说，还得赔本，再说他家还有两个

孩子在上学。我得帮帮他。想到这儿，我立刻拨通了老井的电话。

“老井，盱眙主城区的防控疫情力度大，销售比较难，但是网上销售还是可以的。当然，活禽肯定是

不能卖的，你要把鹅宰杀好了，然后请快递小哥送货。”我给老井出主意。

“我没有做过网上交易啊，我不会。”

“你保持手机畅通，先备一部分货。鹅宰杀好后，要分开包装。同时注意鹅场的疫情防护和消毒工作。”

“好，我打算后天早上到县城大剧院去卖。”

放下电话后，我第一次在微信朋友圈里当起了“推销员”，发布了鹅滞销的求助信息。然而事情并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我的第一条“卖鹅广告”发出后，有朋友善意提醒：“你怎么卖鹅了，是不是做兼

职了？”

还有的说：“你帮老井卖鹅，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啊？”

“卖鹅？现在疫情管控这么严，畜禽市场更是首当其冲。这个时候不好卖哟。”



“老井是天泉湖镇人，你帮卖鹅，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卖鹅买鹅中出了什么事情，连带责任可跑不了呀？”

面对这些善意的劝告，有的我一一解释，有的却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想，目前最难的是老井，鹅卖

不出去，他的日子会更难过的，能让他早日走出困境，比什么都重要。

由于我的“卖力吆喝”，一时间，“帮老井卖鹅”的互助消息得到了盱眙许多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

他们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转发。这条互助消息成了盱眙的“今日头条”。除了“广而告之”外，

这些爱心人士也加入到采购队伍，当天老井便接到了 200多只鹅的订单。

那天，在县大剧院门口，我又临时当起了“秩序员”，让买鹅人戴上口罩依次排队并保持 2米以上的

距离。不到 1 小时，老井的鹅全部卖光了。回到家后，我又找到了小区的业委会负责人，请求在业主群里

帮忙宣传卖鹅。起初，他也犹豫，但看到我胸前佩戴的党徽，听了老井的实际困难后，终于同意了。于是，

盱眙疫情期间的第一个“购鹅群”上线了。

开了好头，我原本可以放手了。因为此时太和街道的疫情防控任务非常繁重，特别是作为疫情防控督

查负责人，我每天要奔波在 5个社区 48个卡口之间，还要撰写当日督查报告，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而我

这个“卖鹅代言人”，每天要接十几个电话，回复几十条留言，有时还要帮忙带路、送货，确实挺累的。

但一想到老井急切的面孔，我决定再咬咬牙坚持下去。

老井接到的订单源源不断，2000只鹅很快只剩下几十只种鹅。事后，老井想送我一只鹅作为酬谢，我

婉言谢绝了。他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你，王书记！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没想到你都调走了，还不计前嫌

帮我卖鹅。真的非常感谢。”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惹人厌”与“让人赞”常常是工作的两面，有时被人误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我想，只要用心用情，把工作真正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就能赢得群众的真心“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