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福升
房山区青龙湖镇水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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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6月底， 房山区占地一万五千亩的
青龙湖森林公园将建成对外开放， 公
园脚下的水峪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 村 “两委” 班子正在带领村民进
军特色民宿旅游产业， 昔日地处丘陵
地带、 闭塞沉闷的小村子， 将敞开大
门， 吸引八方游客， 发展乡村特色民
宿旅游 ， 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精品村 。
今年元旦派来的水峪村党支部第二任
第一书记李福升 ， 短短的5个月摸家
底、 做规划、 引资本， 让小村发展集
体经济迈出了关键一步。

李福升由市委组织部派出， 是市
里派到水峪村的第二任第一书记， 上
一任书记帮助水峪村成功的摘掉了软
弱涣散村的帽子，“之前的书记是打基
础，我来帮村里谋发展。”今年元旦， 李
福升带着新的任务来到了水峪村。

原先在单位整天坐办公室写材料
的李福升是个十足的 “白面书生”， 从
今年元旦正式驻扎到水峪村， 短短的5
个多月， 和照片对比， 已经像换了一
个人， 说是小麦色的皮肤就把他说浅
了， 反正现在是 “村气十足”。 “来到
村里， 不接地气可没法开展工作， 没
事儿我就在村里转， 挨家挨户的转。”

李福升告诉记者， 刚来村里的时候真
睡不着觉， 农村工作与来之前想象的
差距还是挺大的， “老百姓是朴实的
这句话是真的， 老百姓是现实的， 这
句话也是真的！ 要想开展工作， 必须
深入了解村民的情况， 特别是村民的
需求。”

就这样， 自打来到村里， 白天工
作， 晚上找村民聊天谈心， 李福升和
村民 “打成一片” 的同时， 还感受到
了农民增收致富的强烈愿望。 由于处
于青龙湖森林公园的核心地带， 水峪
村由非保留村调整为适度发展村， 村
民们心里特别清楚， 找准定位， 发展
旅游产业是可行的致富路。

“搞旅游业可不是拍脑门做出的
决定， 水峪村区位有优势、 资源禀赋、
发展有机遇。” 李福升介绍， 水峪村是
一个典型的 “有山有水有树林” 的村
庄。 不但坐落于青龙湖镇域的中心位
置， 而且就在万亩森林公园脚下， 村
庄背靠燕山山脉， 紧邻青龙湖6000亩
的水库。 借势青龙湖镇正在着力打造
国际生态文化创新区和文化旅游特色
镇， 水峪村可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农村集体经济要想发展壮大 ，
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传统思想， 了
解掌握政策 ， 敞开大门引入市场机
制。” 在李福升看来， 在市委工作最大
的优势就是了解上面的政策， 第一书
记要发挥好 “上接天线” 的作用， 帮
村里找项目、 寻资金。 这不， 李福升
来了之后， 水峪村集体出资400万元成
立了自己的旅游公司———北京老水峪
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平台参
与市场竞争与合作。 公司成立后， 首
先从盘活闲置资源下手， 从村里现有
闲置的宅院中， 租赁9个宅院建民宿。
由专业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 村民年
底获分红， 为了提高村民收入， 负责
日常游客接待、 餐饮工作的民宿管家
全部从村里招聘， 培训上岗。

眼下， 9处院子中， 第一批启动改
造的民宿将于7月底完工， 标志着水峪
村可以以旅游民宿村的身份开门迎客
啦！ 而这， 仅仅是水峪村发展旅游业
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推进水峪村的美

丽乡村建设， 到2020年， 这里将成为
真正的美丽乡村。 “我们村家家房前
屋后有果树， 院子里有花草， 但村庄
的整体环境、 道路、 绿化等还需要整
治。” 李福升说， 目前已经开展调查摸
排， 在水峪村已完成的村庄规划、 环
境整治方案的基础上， 将与专业公司
合作， 组织编制水峪村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方案。

青龙湖森林公园有个观景台， 李
福升最喜欢站在那去观望水峪村， 其
实， 他是去琢磨眼前这片75亩的村集
体产业用地， 这也是水峪村的第三步
发展之路， “这块地用好了， 水峪村
村民的幸福生活会更上一层楼 。” 近
期 ， 在镇党委的领导下 ， 他带领村
“两委” 干部正琢磨着引入社会资源，
研究谋划村庄产业发展， 瞄准发展康
养产业、 都市生态休闲旅游服务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等， 找到适合的一条路
子出来。 两年的任期， 李福升发现他
要考虑的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让水峪村成为留得住乡愁的乐园
派出单位和职务： 北京市委组织部组织处主任科员

姚彬
昌平区流村镇北照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 张晶

让荒废的土地重新“活”起来
派出单位和职务： 昌平区农业局办公室主任

“区农业局的干部来当 ‘第一书
记’， 帮着我们村出了不少好点子， 让
我们脱贫的信心更足了。” 昌平区流村
镇北照台村村民在聊天时常会提到他
们的第一书记姚彬， 说他帮助村里发
展了栗蘑等特色种植产业， 而且销路
提前都联系好了， 大家很快就见到了
收益。

“截至2017年， 全村共有108户，
登记人口241人， 其中常住村里的只有
100人左右， 18岁至65岁的劳动力不到
40人， 贫困户有35个……” 对于村里
的情况， 姚彬张口就来， 可见他是下
了一番功夫的。 姚彬说， 之前由于用
水不方便， 村民们种地的积极性一直
不太高 ， 村里的土地大部分都荒着 ，
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是村民的主要
经济来源 。 “我一听 ， 这样可不行 ，
要想摘掉贫困的帽子 ， 不能靠别人
啊！” 2016年12月1日， 姚彬正式 “进
村 ”， 在了解了北照台村的基本情况
后， 他当即拍板 “要变输血式扶贫为
造血式扶贫”。 借助自身的专业优势，
经过深入研究， 他决定在村里搞栗蘑
种植。

说干就干， 第二年春天， 种植大

棚就在村里荒废许久的50亩土地上搭
了起来。 “村里老年人多， 思想保守，
对于新生事物大家需要一个接受的时
间， 这点我们完全理解。” 第一年， 有
11名村民加入了村委会成立的农业合
作社， 参与栗蘑种植， 其中包括6名低
收入村民。 “效果还不错， 参与种植
的村民平均每个人的收入是5876元。”
见到了收成， 一些之前颇有顾虑的村
民也转变了思想， 今年， 共有29名村
民自告奋勇加入了农业合作社。

记者采访姚彬时， 他刚刚和村委
会一起， 给合作社里的村民结清5月份
的工资， “报名29人， 实际工作25人，
收入3.9万元， 平均每人1573元 。” 收
入账单清晰明了， 对于村民们的辛苦
钱， 姚彬丝毫不敢马虎。

姚彬平时话不多， 却是个干实事
的人。 他 “上岗” 一个多月时， 眼瞅
就要到春节了， 村民不经意间提到村
里的太阳能路灯不好使， 晚上出门总
是 “摸黑走”。 “怎么也要让村民过个
亮亮堂堂的春节啊！” 正好他的派出单
位———区农业局与负责农村基础设施
的昌平区农机技术推广站是兄弟单位，
他赶紧与相关负责人联系， 更换了50

多盏通电的路灯， “我记得特别清楚，
把村里的太阳能路灯全部换成电灯那
天是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就是除夕。”
姚彬说， 这件事他并没有跟村民们提
起过， 以至于很多村民至今都不知道
不用再摸黑走路， 是姚彬和小伙伴给
他们谋的福利。

“按规定， 第一书记的任期为两
年 ， 说实话 ，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 。
这一年多来， 每天吃住在村里， 我对
这个村， 对这里的人有了很深的感情，
我希望这里越来越好， 这里的人们生
活越来越富足舒适 。” 这话姚彬并不
是随口说说的 ， 为了做到 “授之以
渔”， 他可谓绞尽了脑汁。 去年， 在一
次和村民的闲谈中， 他得知村后面的
山上有野生党参、 白术等中草药， 并
且成色非常好。 “既然村里守着这么
好的资源，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发展

起来。” 就这样， 在村里建立中草药种
植基地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萌生了 。
“搞中草药种植可不像种植栗蘑那么简
单， 但是如果成了， 收入也会非常可
观。”

姚彬告诉记者， 经过前期大量的
准备工作， 现在种植中草药的条件已
经基本成熟了。 “几天前， 有药厂来
村里实地考察了， 他们对环境、 土壤
和水质都比较满意， 同时， 我们还联
系了农业环监站对土壤做专业的监测，
联系土地站制定土壤施肥的方案， 联
系质保部门为我们提供生物防虫的物
资等。 首批我们计划种植10万株党参，
并雇佣村里的百姓进行种植管理。” 在
工作中， 姚彬充分发挥派出单位的资
源优势， 帮助村里联系协调， 力争通
过中草药种植带动村里的经济发展 ，
让村民过上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