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推出 “一分地” 项目 将种田变成了城里人的爱好
■他把村里的林地开发成露营公园 年增收300余万
■他引资扩街建楼 让租赁收入年增1000余万
■他就是南苑村党总支书记、 村主任、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奖章背后的故事

用音乐为医护人员减压
丰台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彭飞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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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陈建生

□本报记者 赵新政 通讯员 王春梅 摄

6年让村民收入增长10多倍

■首都工会人

由于人多地少， 种地不如打
工挣钱， 丰台区南苑村一度靠出
租土地增加收入， 但结果是越租
越穷： 到了2005年， 12个自然村
中年人均收入 2000多元就不错
了， 有的才几百元。 同时， 受飞
机场所在地限制， 一时间， 这里
外来人员的激增、 低端产业的兴
起， 脏、 乱、 差、 穷成了该村的
代名词。 可是， 自2007年开始 ，
这个村很快变成人人安居乐业、
游客纷至沓来、 经济发展强劲的
富裕村、 文明村， 总收入从2006
年的1216万元一下子飚升到2014
年的1.88亿元 ， 6年间增加了十
几倍 ， 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 。
这是什么原因呢？

1月19日， 记者走访了解到，
人还是原来的人， 地还是原来的
地， 但人们的观念一换， 做法一
变， 效果就迥然不同。 而村民公
认带动这场观念和做法转变的
人， 就是村党总支书记、 村主任
陈建生。

放弃自家买卖
回村创业发展

南苑村位于南四环与南五环
之间， 东西分别是京塘和京开高
速公路。 全村现有土地3675亩 ，
4023口人。 以农业为主导时期这
里发展比较好， 后期出现滞后是
由于机场和基础设施薄弱等客观
因素的限制。

2004年10月， 一直在外经商
且颇有名气的陈建生回到村里。
在路边聊天的几个叔叔、 伯伯一
看到他就说， “别自己干了， 能
不能带着我们一起干？”

“我以为是路话 ， 随口就答
应了 。” 陈建生说 ， “谁知道 ，
人家当了真！ 年底还真把我选成
了队长。”

“一个人致富已经很不容易，
要带领大家致富就更难了， 你当
时有把握吗？” 记者问。

“那时， 心里也没底。 不过，
大家这么信任， 我家又在南苑，
出去也不想听别人说南苑不好。
所以， 就回到了村里。” 陈建生
说。

“回来后顺利吗？ 遇到困难
没有？” 记者问。

“一到队里 ， 才知道什么叫
穷。” 陈建生说， “一个生产队
200多口人， 一年收入才48万元。
如果扣除水电等费用， 可支配的
钱就更少了。”

“队里没有办公室， 全部家

当就是两个三屉桌 、 一个保险
柜、 三把椅子， 老会计出面借一
间房子， 把这些东西拉过来， 点
个蜂窝煤炉子就开始办公了 。”
陈建生说， “2005年， 我们把队
里租金太低的房屋调整一下， 把
路边的房屋收回来搞些经营， 又
让村民出工出力用废沥青修一条
路与主路连上， 当年全队收入就
提高到了170万元。”

“可能是我们队冒了尖 ， 大
家又把我推荐到村里。” 当时刚
刚38岁的陈建生说， “村里的情
况跟队里差不多。 有些队的收入
更差， 一年收入才10多万元、 人
均不过几百元钱。”

一产变成三产
挖掉贫困根源

“最穷的队， 往往是闹得最
凶的队。 村民开不了支就怪队长
没本事 ， 不断地闹着换队长 。”
陈建生说， “光换人也解决不了
问题， 关键是找出发展迟缓的原
因。”

“你们是怎么找原因的 ？ 找
到了吗？” 记者问。

“我们先是走出去看 ， 然后
跟周围比， 再从自身找。” 陈建
生说， “我们参观华西村、 滕头
村、 南山村后开了眼界， 回来后

就想， 为什么东边的旧宫、 西边
的西红门、 南边和北边的村都能
发展， 唯独我们不能发展？”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全
村12个队各队手里都握有土地，
对外租地队里说了算。 结果， 很
多低价租给了个人和外来人员，
富了个人 ， 穷了村民和集体 。”
陈建生说 ， “取消生产队建制
后， 村里统一收回全部土地， 同
时， 清理800多份合同， 拆掉200
多个出租大院， 整理出50多万平
方米的空地。”

“环境整治消除了脏乱差和
安全隐患 ， 也让村民看到了希
望。 更重要的是， 村民对村干部
从不信任变成了支持和信任 。”
陈建生说。

“收回的土地怎么办了？” 记
者问。

“2009年拿出136亩菜地， 推
出了 ‘南苑一分地’ 项目。 没想
到， 一亩切十块后竟招来城里的
种田人， 头一年租金1200元， 当
年就租出去一多半 。 后来涨到
2400元， 仍供不应求。” 陈建生
说。

“同样是种地， 为什么市民
来种收入就高了？” 记者问。

“农民种是一产， 市民来种
就是三产了。 市民种地不光是为
了收成， 他们是在劳动中放松心
情， 感受农耕的乐趣。 种地从农
业劳动变成了休闲体验， 农业生
产就变成了旅游项目， 同时， 还
传播了农业文化知识。” 陈建生
说， “这种变化， 让30多位村民
从农民变成了指导市民种菜的农
艺师 ， 守在家门口 ， 干着老本
行， 一个月挣2000多元工资， 年
底还照样分红。”

“上世纪90年代种起来的600
亩林地， 一年投入一百四五十万
元打药、 浇水、 护理， 光投钱不
赚钱， 成了发展的包袱。” 陈建
生说， “我们把它改造成露营公
园， 既不改变土地性质， 每年至
少又增加300万元收入。”

多种经营拉动
村民带资进城

“在西单， 我打车说去南苑

村， 司机说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
去 ‘一分地’、 露营公园， 他问
都不问就把我拉了过来。” 市民
朱女士告诉记者。 “这俩项目成
了村里的招牌， 现在， 我们计划
把全村建成一个大农业体验园。”
陈建生说， “规划中的北京南苑
国际休闲博览园占地近2000亩 ，
是集都市生态休闲、 创意产业休
闲、 国际度假休闲、 儿童娱乐休
闲于一体的农业生活体验区。”

“依您看， 村里现在还有哪
些优势和不足？” 记者问。

“我村没有产业基础 ， 从服
务业到工业制造， 没有自己的主
导产业， 无法沿产业链进行深开
发 。 这里也没有深层的文化基
础， 没有能够带动客流和消费的
历史文化古迹、 旅游资源。 在环
境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
严重不足。” 陈建生说， “村里
已经开始引进人才， 狠抓产业调
整， 把过去的一、 二、 三产反过
来调整比例， 以三产为重， 二产
为少， 一产为都市农业发展。 还
要挖掘皇家园囿休闲文化内涵，
借势拉动文化活动。”

“听说建民俗旅游文化街时，
您也遇到过资金短缺等难题， 当
时情况怎么样？” 记者问。

“这条街在团河路上全长1.5
公里 ， 当时只有5.7米宽 ， 扩街
建楼时没有钱， 我们与建筑公司
商议让其先行垫资， 又向村民借
款， 几个月时间就建成了。” 陈
建生说， “改造前这条街年租赁
收入40多万元， 现在达到1000多
万元。”

近些年， 南苑村集体经济收
入保持了 30%以上的增速 。 目
前 ， 退休老人的月退休补助由
350元涨到2000元 ， 每年组织老
人外出春游， 春节给老人发放过
节食品及过节费， 70岁以上老人
还可领取1000至3000元的长寿补
贴。 对外出自谋职业者， 除继续
按股分红外 ， 每年给予1.2万元
补助。 村里还为村民投保了新农
合， 并建立二次报销、 大病补助
机制， 去年发放补助420万元。

“我们现在要加快新农村建
设， 形成自己的主导产业……”
陈建生说。

“医护人员压力很大， 而聘
用制员工在我们丰台妇幼保健院
又占了近50%， 相对而言， 这部
分人流动性更大一些。 为了稳定
员工队伍， 去年下半年， 我们陆
续完善了聘用制人员休假、 继续
教育方面的相关制度， 以更实在
的关怀留人。” 彭飞信心满满地
说。

在休假方面， 丰台妇幼保健
院 聘 用 制 员 工 休 假 的 天 数 和
休 假 期间的待遇跟在编职工一
样。

为了鼓励聘用制员工继续学
习， 不断深造， 丰台妇幼保健院
规定， 聘用制员工学历和职称增
加了， 他们每月的工资也将相应
地增加。 具体来说， 员工从中专
到大专、 本科、 硕士， 学历每增
加一个等级 ， 每月工资增加50
元； 员工从初级职称升到中级职
称， 每月增加300元， 升到副高
职称， 每月在初级职称工资的基
础上增加 1100元 ， 升到正高职
称， 每月在初级职称工资的基础
上增加1600元。 “此外， 对于参

加医疗护理保健医技等方面在职
学历教育的职工， 等他们顺利拿
到毕业证书后， 医院将给他们补
一半学费。 通过这方面措施， 我
们希望更多员工能提高自身的技
能， 从而为病患提供更好的医疗
服务。”

“除了给医护人员实实在在
的福利外， 我们还采用了音乐的
方式舒缓医护人员的压力 。” 彭
飞说。 每周一次的音乐减压， 让
医护人员大呼 “过瘾”。

丰台妇幼保健院购买了上百

件乐器， 其中以非洲鼓为主， 医
护人员围坐一圈， 工会请来中国
音乐学院的老师， 老师会让他们
根据不同的音乐节奏， 采用不同
的方式敲鼓， 通过敲鼓， 缓解医
护人员的精神压力。

“沉浸在或优美 、 或动感 、
或活跃、 或热情的音乐世界里，
大家相互配合， 做着一系列的敲
鼓动作，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所
有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 心情也
格外放松， 工作起来就更有激情
了！” 彭飞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