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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沾满泥土 心中沉淀真情 

刘林
1
 

2015 年 6 月，我被泰州市委组织部下派到省定经济薄弱村姜堰区张甸镇沙梓村，担任第一书记。作为一名党报记者，过去

是把文章写在报纸上，现在要把初心写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当月，在参加孩子学校举行的成长仪式时，我和儿子有了一个约定。“亲爱的宝贝，我们父子俩来打个擂台，好吗？在今

后两年的时间里，爸爸一定会踏实工作，力争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你呢，也要好好学习，上课认真听讲，以优异成绩

迈进初中的校门……”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两年后，我的驻村期满。当时村里的产业刚刚起步，脱贫攻坚处于关键节点，

如果马上离开，会对村子的产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于是，我选择了继续留任。这一留就是连续两届，并兼任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 

如今，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扶贫初心”之花绽放在沙梓这片热土上。我因村制宜确立的“党建强村、民主管村、产业兴

村、依法治村、以德润村”工作思路，助力沙梓这个昔日的省定经济薄弱村不仅脱贫摘帽，而且成为泰州市乡村振兴典型村。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规划激活“一潭死水” 

“你怎么到那个又贫穷又复杂的地方当第一书记，你哭笑不得的日子在后头呢……”听说我要到沙梓村担任第一书记，镇

里的朋友打来了电话，提醒我赶紧找组织部门通融一下，调换一个好点儿的村。 

“组织部下派第一书记的意图，就是让第一书记到基层‘啃’脱贫攻坚的‘硬骨头’，越是艰难复杂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电话这头，我信心满满地回答道。 

到村任职不久，如朋友所说，尴尬事接踵而来。一些村民在个别村干部的授意下，要求我处理搁置了十几年的邻里矛盾；

办公室里经常聚集一拨又一拨的上访群众，拍桌子打板凳是“家常便饭”。有一天中午，一位村民因五年前的邻里土地矛盾之

事锁了村部大门，直到下午近两点钟，我和几位村干部才被派出所民警“解救”。 

面对复杂的村情和紧张的干群关系，我边走访老党员、老干部和村民代表，边组织村“两委”成员、乡贤能人等走出去学

习先进地区的做法，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中汇聚建设沙梓的正能量。 

通过开展外出参观考察、主题大讨论、民主生活会等一系列活动，最终确定以扎实推进党建强村为突破口，以组织力量不

断强壮乡村根基，进一步强化村“两委”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此，村党总支出台了民主评议党员、村干部目标实绩考核、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责任追究、村集体用工审批等一系列制度，采取绩效考核、民主评议、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等措施狠抓落实，

确保制度执行不流于形式。 

党建强起来，人心聚起来，乡村兴起来。架起干群“连心桥”后，我又召开了由村民和党员代表、“五老”代表和村干部

参加的“两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沙梓村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战略实施方案》，以网格化“党建+”工程创新引领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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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创新，以网格党小组和村务议事会引导党员和村民积极参与村级事务，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全村成立三个党群服务站，站内设三个网格党小组和一个青年创业党小组，并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美德善行促进会、

党员志愿服务队、小康互助组、乡贤参事会，开展党员承诺墙、党员积分管理、党员“假日学校”、党员和村民代表联户、党

员提案、党员关爱、村民档案、村民直评村官等主题活动。 

实践证明，沙梓村全面实施网格化“党建+”工程后，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党员、村民代表、“五

老”人员发挥了政策宣传员、民生服务员、村务议事员、矛盾调解员、村务监督员的作用，切实改变了沙梓经济发展滞后、干

群关系紧张、矛盾纠纷和越级上访多等状况。几年来，沙梓村的信访工作考核在全镇名列前茅。 

盘活资源，特色产业项目助摘贫穷帽子 

在姜堰区，沙梓曾是穷出了名的经济薄弱村。2015年，村负债几十万元，经营性收入仅有 5.08万元，都是扶贫资金投入区

镇标准厂房后拿的租金，更谈不上发展什么特色产业项目。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在沙梓第一年的除夕夜，有好几个人在村里追着

我讨债。新官不能不理前账呀！我陪着笑脸，招呼打个不停。没人在时，我悄悄地流下了眼泪。从那天起，我就暗下决心：一

定要千方百计发展产业项目，拿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在沙梓这张白纸上大力发展村级经济，给 2400多名村民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004 年 8 月，占地 7 亩的原沙梓小学校舍被张甸中心小学出售，但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于是，我把盘活沙梓小学资产工作

摆上“头版头条”，边走法律诉讼程序，边到市区纪委、国土规划、住建等部门协调沟通。历经两年多时间，终以 64万元的价

格回购了原沙梓小学土地和校舍，并将土地性质确定为村集体土地。捧回了“第一桶金”后，我又多方筹资 450 万元新建了

4412.96平方米的脱贫攻坚标准厂房，仅此一项就增加村固定资产近千万元。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为了招引产业项目落户，我仔细梳理了当记者时积累的人脉资源，走出去、托关系、寻项目。

2018 年春节前，我的母亲患病去世、岳母猝死、妻子遭遇重大车祸住院，忍着巨大悲痛的我一边妥善处理好家事，一边马不停

蹄地到兰考、无锡、徐州等地考察项目，身体一下子瘦了十多斤。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招引的无锡一家贸易公司租用村标准厂房，创办了食品公司。该公司成为为全国 10000 多

家电影院线提供爆米花、薯条、奶茶、咖啡和罐装水果等产品的供应商。同时，我还成功招引了 500 万元的生态农业项目和藤

椅加工富民项目，使沙梓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了 61.27万元，走在了全镇前列。 

可喜的是，食品公司除了交纳标准厂房租金外，每年的纳税也给村带来收入，并吸收了 25名本村和外村贫困村民进厂打工。

几年来，我多渠道上争项目资金 300 多万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标准厂房建设项目、农产品深加工项目以及土地流转的设施配

套等，带领沙梓村走出了一条土地流转出效益、特色产业增收入、项目建设惠民生的发展路径。 

2019年 12月，姜堰区委在沙梓村召开了通南经济发展区项目工作观摩会。蓦然回首走过的脱贫攻坚之路，是项目建设给沙

梓插上了经济腾飞的翅膀，村民一张张的笑脸见证着苦尽甘来。 

乡贤给力，为民实事工程绘就美丽家园 

经济薄弱村如何建设美丽乡村？我认为，应该本着“不花钱也办事，少花钱办大事，筹集钱办好事”的理念，不能完全依

靠政府扶持，而应是依靠社会和乡贤力量，用市场和项目去激活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要素，使之有序流动，努力打造生态型、

田园型、文化型、产业型的村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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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沙梓因您而骄傲，明天的您会因沙梓而自豪。恳请您助力红色沙梓纪念馆早日建成，出资出力，献计献策，功德

碑上将会刻下您的大名……”2020年初，我怀揣《致沙梓乡贤的一封信》，踏上了拜访乡贤能人的征程，用真情激发他们回报家

乡的热情。 

我从村民最迫切需要的事做起。牵头成立了乡贤参事会，着力以“村集体出一点、村民筹资筹一点、区镇奖补一点、发动

乡贤能人捐一点、废物利用省一点”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重点在“拆、清、整、修、建、管”六个字上做文章，全村开展清

洁河道、清洁家园、清洁路道等“五面清洁”整治行动。 

我们提出将河道作为大景观、大水系来打造，努力形成“田在林中、村在绿中、美在河中”的田园风景线。在一位乡贤名

人的关爱下，前期总投资 300多万元的四条河道清淤、护坡、绿化和建桥项目，已被列入姜堰区 2021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一

石激起千层浪。另一位乡贤能人也表示出资 10多万元，修建一条长 400米、宽 6米的水泥道路，从而彻底解决四个组村民出行

难的问题。 

“刘书记，这些年承蒙村里的关心照顾，我生活得非常开心，我愿意尽微薄之力去帮助困难学生。”看到乡贤能人纷纷回

报家乡，孤寡老人鲍某找到我，表示捐资 5000元设立助学基金。目前，沙梓村内外乡贤能人已筹集善款近 10万元，慰问 40多

户贫困户。 

为走出一条具有沙梓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2019年 6月，村“两委”在全村每 15户海选了一名村民代表，制定了《村规民

约》，每户在遵守《村规民约》承诺书上签字，每户建立一份《村民档案》。 

村民刘某、鲍某两家因建房发生矛盾，并多次拨打 110。我知情后，召开了由老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村干部参加的美德

善行促进会，让两位村民在“说理公评”的过程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两人最终握手言和。通过宣传教育、强化指导等方

式，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民议事会、美德善行促进会、党员志愿服务队、乡贤参事会等为平台，引导村民自觉遵守行为规

范，使村里的一切事务“由民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