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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尾，桃城区赵家圈镇前王家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文，和村党支部一班人忙得脚不

沾地——

田间地头，大家齐上阵，抢收辣椒保丰收；农家院里，帮困难、留守老人扫雪搬白菜；

“送学小组”微信推、上门讲，“移动党课”接地气；寒潮袭来，张罗着联系医疗专家进

村义诊……

“党支部要做老百姓的‘主心骨’，啥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王长文说。

“头雁”心中要紧事 全是百姓身边事

走进冬日的前王家村，主街宽阔通

畅，小巷干净整洁。村头池塘边，一株株塔松在寒风中挺立；农家庭院里，一串串辣

椒挂在墙上煞是喜人……放眼望去，处处皆景，充满活力。

“过去前王可不咋样——路没人修，街没人扫，干部不管事，群众意见大。”村民王

英芬说，如今这景象，想都不敢想。

曾经的前王家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子人心不齐、发展乏力。

2009 年，在外创业的王占杰回村出任村党支部书记。就职那天，他在党员大会上表态：

“既然大家信任，我就要当好‘领头雁’，带着大伙儿往前奔！”

群众抱怨出村道路坑洼难走，王占杰自掏腰包垫付 10 万元，带着施工队奋战 7 天，修

出一条崭新的水泥路；

村民建议打通南大街“断头路”，王占杰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 30 多户退出私占的开

荒地，新建 200 多米村路，连通了南北两条大街；

……

“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再难的事也要办成。”随后几年，王占杰带领村民扮美家园，

改水改电安路灯，清理垃圾修广场，件件事都办到了老百姓心坎上。

2017 年，王占杰因表现优异在换届选举中当选赵家圈镇人大副主席，仍兼任村党支部

书记。时任村主任王长文主动找到王占杰：“镇上工作多，村里的工作放心交给我吧。”

2019 年，前王家村拓宽两条主街，涉及一百余户。开完动员会，王占杰、王长文一人

一把镐头，先从自家护墙台基拆起。村民见了紧紧跟上，一个月工程完工，全村没有一户

“推横车”。

2021 年，前王家村高质量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王长文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他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一张蓝图管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当年年底，村里按计划改造村西废弃坑塘。王长

文在村民代表会上一提，大家一致赞同。就这样，王长文和党员们带头，全村老少齐上阵，

经过 3 个月紧锣密鼓整治，“臭水坑”摇身变成了人人爱去的“景观塘”。

看着王长文为村里的事忙碌，党支部成员也不甘落后：支部委员王晓松是前王的村医，

经常睡在村卫生室，方便村民夜里去问诊；支部委员李营营带着全村妇女，积极投身和美

乡村建设，撑起了村里“半边天”。



“三会一课”制度、主题党日活动、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前王家村党内政治生活“炉

火”也越烧越旺。今年，村党支部共组织召开支部委员会、党员代表会等会议 54 次，党员

队伍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

今年 10 月底，村里清理沟渠，“大喇叭”一招呼，在村里的党员全部赶到地头。65 岁

的老党员王顺通扛着铁锨走在最前头：“喇叭一响，党员到场。咱是党员，就得先上！”

一门心思找路子 只为鼓足乡亲“钱袋子”

一入深秋，红色染靓了前王家村。村东的农田里，长满了红彤彤的辣椒。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没有产业，再漂亮的村也是花架子。从王占杰到王长文，一直

在探索种植产业结构调整新路子。他们先后去故城、安平、深州等地，学习产业发展先进

经验。

2020 年，前王家村抢抓与家乡在外能人对接机遇，和川味调料生产企业——四川新雅

轩食品有限公司“接上了头”。依托村里的合作社，他们流转了 200 亩土地，牵手新雅轩

开展订单辣椒种植。

辣椒种上了，王长文把专家请到田间地头，讲授管理技术。当年辣椒大丰收，每亩增

收 3000 元左右。

在前王家村示范带动下，赵家圈镇规划建设了辣椒种植基地。全镇辣椒种植面积扩大

到 2000 多亩，年增收 500 多万元。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谁承想，这些原本是摇钱树的“红串串”，却成了一团“火”，

“烧”得王长文满嘴燎泡。“行情不好，干辣椒降到了六七块一斤。”下一步该怎么走？

他决定去找镇领导念叨念叨。

镇党委一班人特地召开会议，为前王家村“支招”。讨论分析中，村里产业发展路径

逐渐明朗：一方面提高辣椒品质，抢占高端市场；另一方面调整种植结构，实现多点开花。

思路有了，王长文立马回村抓落实：紧盯市场行情，更换辣椒新品种；对接镇上食品

深加工企业，明年扩种大葱、大蒜和生姜。

愁事有了解决办法，王长文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群众想不到的，党支部要想到。群

众能想到的，党支部要想法办好。发展有了困难，咱们党支部就得冲在前面。”

推动村集体经济“强筋健骨”，不光土地流转这一条路。前不久，在镇党委协调下，

前王家村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开展租赁经营。目前，他们与合作方已基本谈妥，预计每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10 万元以上。

专业合作社有了，租赁经营有了，王长文和村干部们没有满足：能不能再搞个新增收

项目？听说邻近的岳家村、戴家口村做得不错，王长文立马约了时间去“取经”，争取为

村集体经济壮大再添“一把柴”。

村里的事怎么干 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12 月 19 日晚，室外气温降至零下 8℃，前王家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里却是气氛火热。

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商议近期各项村务。其中，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晒

账本”。

前王家村每个季度都要“晒”出村级财务收支明细，让大家“心中有数”。



三项收入、七项支出，小到村公厕水费，大到土地补偿款，王长文一项一项念，大家

一条一条评。一致同意后，参会的 18 个人都郑重地在会议纪要上摁下了红手印。下月初，

财务报表将被张贴到村务公开栏里，接受全村 706 名村民的监督。

说完账目，王长文提出另一个议题：如何落实扩种葱、姜、蒜这件事。

选啥品种？面积多大？市场如何对接？效益如何保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着表达

自己的看法……

在前王家村，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

自 2019 年以来，前王家村党支部按照镇党委要求，坚持实行“三坐班两解决”制度：

村干部全天坐班、包村干部定期坐班、镇领导不定期坐班，一般问题坐班干部即时解决、

复杂问题镇党委精准解决。制度实行以来，村民 600 多件诉求全部落实，村里基础设施建

设、人居环境整治等一批重点工作实现一线推动。

在村党支部积极引导下，村民多元参与村庄治理，前王家村气象日日新：成立红白理

事会，党员带头示范，倡导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制定志愿帮扶制度，党员一对一包联 12

名五保、低保、留守老人，确保每位老人隔三岔五有人问、日常琐事有人管；开展文明实

践活动，近三年来共举办优良家风宣讲 15 场；组建前王农民诗社，大家用诗词描述乡村美

景、宣传文明新风；持续开展系列文明实践评选活动，评选出“星级文明户”10 户，涌现

出王秀平、王志欣等“好婆婆”“好媳妇”13 名……

民心齐、村风正、环境美、产业兴，前王家村走上了乡村全面振兴“快车道”。王长

文又和支部一班人盘算着更大的事：“说一千道一万，乡亲们幸福是关键。咱们还得加把

劲，争取早日建起村里的养老幸福院、幼儿园、公共食堂，让乡亲们过上像城里一样的好

日子！”

专家点评：

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只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基层党员干部的“主心骨”作用，才能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因子和内生动力，才

能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把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

行动、力量、智慧凝聚起来，才能确保党的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如期实现。前王家村

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全力抓基层、夯基础、固基本，以党的建设引领乡村建设，以组

织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为广大农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事例。

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教授 杨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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