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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国， 男， 汉族，
1956年11月生， 2001年2
月入党， 现任大兴区榆
垡镇刘家铺村党支部书
记、 村委会主任 。 曾获
北京市 “群众心目中的
好党员”、 北京市纪念建
党90周年宣传工作先进
个人、 大兴区优秀党务
工作者、 榆垡镇优秀党
支部书记等荣誉称号 ；
多次被区、 镇两级授予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称 号 ；
2015年获北京市劳动模
范称号。 在他的带领下，
刘家铺村党支部连续6次
被大兴区委评为 “五个
好” 村党组织。

李书国简介

□本报记者 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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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只要时刻把老百姓
的利益摆在首位， 放在心上， 老
百姓的心就会凝聚在党组织的周
围， 那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蹚
不过去的河！ 人心换人心， 黄土
变成金！” 2011年， 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的 “党在百姓心中” 报告
会上， 大兴区榆垡镇刘家铺村党
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李书国深
情地说。

作为村级带头人， 李书国率
领村民组建合作组织， 创新推出
“支部+协会 ” 的运行模式 ， 建
立刘家铺村生态果蔬产业基地，
通过对资源进行整合， 把一家一
户的小农经济模式组织起来， 形
成了集团优势。

心系群众
帮助困难村民解决难题

刘家铺村两委班子共 4人 ，
作为村级班子带头人， 李书国坚
持以大局为重， 集中一切力量抓
好班子建设。 为了村民安全， 每
年春节， 村两委班子都会分成两
组巡夜 。 夜里12点放爆竹的时
候， 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这样
的行为， 已经开展了好几年， 巡

夜安排也从春节扩展到十一等重
大节日。 自2010年6月起 ， 村里
开始实行每晚轮流值班制， 加强
对村里的巡逻， 确保了村民的安
全， 也有效阻止了突发事件的发
生。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 对于村
里的百姓， 李书国总是多着一份
关心和挂念。 2007年春节前夕 ，
刘家铺村两位村民均因身患绝症
先后住院， 只能在医院过年。 知
道这一情况后， 大年三十早上7
点， 李书国就带着1000元现金 ，
先后到301医院、 大兴区医院看
望他们。 到家时已是傍晚时分 ，
父母 、 妻子 、 女儿都在等他吃
饭 ， 老母亲见到他时含泪责备
说： “儿子你怎么不早点回来跟
妈过年呢？” 面对老母亲的责问，
李书国低下了头。

当村民遇到困难的时候， 李
书国总能第一个站出来， 帮着出
主意 、 想办法 、 解难题 。 2009
年 ， 村里一位低保户因疾病发
作， 被送进医院。 交的1000元押
金三天就用完了， 她的丈夫找到
了支部， 要向大队借钱看病。 但
是大队有明文规定， 集体资金任
何人不准外借。 为此， 李书国特
意召开党员会， 并用村级广播说

明了情况， 号召村民为其捐款，
短短两个小时， 就募集资金2400
余元 。 “看病是耽误不得的事
情！” 李书国说。

由于刘家铺村没有集体经
济， 所以每年政府拨下来的15万
资金就成了村里唯一的钱。 其中
6万块固定用于养老保险补贴 、
新农合补贴， 还有每年春节给村
里60周岁以上老人发的200元补
贴。 村里每年井、 泵、 管道等维
修费用也要有个三四万。 在李书
国看来， 钱要花在刀刃上， 为全
村百姓办事花钱才值。 有一次，
他去河北青县为村民购授粉机，
去了两天一夜 ， 回来报销的票
据， 除了车票， 用于吃住的费用
总共才有38元， 在会计的再三追
问下， 才知道他住的是最便宜的
旅社 ， 吃的是馒头咸菜……每
年， 他去山东青岛购袋往返4天，
除了476元的车费之外， 也再没
有过其他费用。

整合资源
为全村节省过百万开支

李书国坚持抓经济 、 促发
展 ， 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 他带领村民组建合作组织，
创新推出了 “支部+协会” 的运
行模式， 对村里的果树资源进行
整合， 建立了刘家铺村生态果蔬
产业基地， 通过整合把一家一户
的小农经济模式组织起来， 形成
了集团优势， 并按照基地有机园
生产规程进行农事生产活动 。
“在支部引领下， 合作社开展技
术指导和推广服务， 老百姓们只
要种好果树， 等着数钱就行了。”
李书国说。

刘家铺村共有精品套袋梨
800亩 ， 每年需要大小果袋1000
多万个， 最初从北京购置的果袋
市场价大袋为9分钱一个， 小袋4
分钱一个， 仅这一项老百姓们每
年就要投入不少成本 。 2004年
初， 李书国决定直接到山东的纸
袋生产厂家去看看， 希望能取消
中间环节， 为村民争取更多的利
益。 在两名党员的陪同下， 李书
国敲开了纸袋生产厂家的门， 双
方商谈了2个多小时 ， 最终以大
袋5分8， 小袋1分8一个的价格敲
定了厂家直销价格。 几年下来，
累计为全村节省了过百万的开
支。

2007年启动 “科技入户” 项
目， 他虚心向专家请教， 认真入

户讲解， 在项目实施中， 共为果
农进行技术指导20余次， 发放生
物农药4次 ， 推动果园种草300
亩 。 2007年10月基地800亩有机
梨 通 过 了 五 洲 恒 通 认 证 公 司
的 签 订和认证 ， 正式进入有机
果品转换期。 2008年底又拿到了
农业部有机果品认证委员会颁发
的有机果品证书， 成为备受市场
青 睐 的 有 机 果 品 ， 完 成 刘 家
铺 果 业经济的第二次飞跃 。 在
奥运专用果品评比中， 村里的果
品被评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推
荐果品 ” ， 选送的 “丰水梨 ” 、
“黄金梨”、 “久保桃” 均获三等
奖。

收购合作社
为村民滞销梨兜底

村里的果品销售， 主要依托
两家合作社， 这两家合作社每年
收走村里 70%-80%的 黄 金 梨 。
2011年8月， 正是村内的黄金梨
即将成熟准备采摘下树的当口
儿 ， 一家合作社突然关张不干
了。 这一下， 村里近百万斤的黄
金梨销路一下子断了。 一些小商
小贩联合起来 ， 准备大幅度压
价。 消息一传出去， 乡亲们开始
着了急。 “书记， 赶快想辙呀，
要是真的把价格压下来， 咱这一
年可就全都白干了！” 李书国宽
慰道： “大伙儿别慌， 有党支部
兜底呢，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伙
儿的梨卖出去。”

他和一名支部委员， 筹集了
26万元资金， 把那家合作社的设
备盘了下来， 又在邻村租好了冷
库， 然后用广播告诉大伙： “咱
自己的合作社成立了， 今年的黄
金梨低于一块八谁都别卖， 合作
社全收！” 听到这个消息， 乡亲
们踏实了 ， 小商小贩可坐不住
了。 他们互相抬价， 开始抢购，
价格从一块八很快就涨到了一块
八毛五， 又从一块八毛五涨到了
一块九， 最后干脆一下子就涨到
了2块钱一斤。

那一年， 大伙儿都挣了钱 ，
赔钱的只有李书国和那名支部委
员。 他们收购入库的十几万斤黄
金梨， 出库时烂掉了两万多斤，
这一下就砸进去4万多块。 回到
家里， 老伴儿急了： “李书国呀
李书国， 你就是刘家铺的头号儿
傻瓜， 你给大伙儿买果袋， 一分
不挣我认了； 你出去给大伙儿办
事儿， 赔车钱搭饭钱我也认了；
你不能拿着我一个汗珠子摔八瓣
儿换来的养老钱朝外抡那。 我就
不明白 ， 你这么干图什么呀 ？”
面对老伴的埋怨， 李书国心里头
五味杂陈。 他曾说： “咱是一名
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为老百姓干
事， 就应该全心全意！” 或许这
就是李书国的回答。

如今， 刘家铺村已经成了名
副其实的果品专业村， 全村1300
亩耕地全部种上了果树， 有800
多亩地的梨树、 400多亩地的桃
树和几十亩地的杏树。 全村85户
果农中， 收入超过10万元的有20
多户， 201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到了1.97万元， 成了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

李书国在市十一次党代会小组讨论时发言 李书国到党员李秀山家走访

李书国到梨园查看果实套袋情况

李书国：
以心换心的党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