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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峥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派出单位和职务： 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

密云区不老屯镇董各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两年履职即为终身受益的党课

从2016年11月份到密云区不老屯
镇董各庄村任第一书记至今， 杨峥两
年的履职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 。
习惯了工作日进山、 周末回城的工作
节奏 ， 和 单 程 超 过 150公 里 的 上 班
距离 ， 杨峥 亲 切 的 称 呼 这 个 密 云
北 部 山区的低收入村为 “我们村 ”。
而将近两年的履职经历， 被他视为一
节弥足珍贵的党课， “它将影响我的
一生。”

初到董各庄村， 这里199户家庭仅
有125台彩电的现实， 刷新了杨峥对于
京郊低收入村的感官认识， 他不能想
象一个小村庄里没有商店、 没有饭馆，
农民没有耕地， 要靠政府政策补贴和
简单山地经济作物糊口的人们是如何
生活的。 “任职的第一步， 就是了解
村庄， 了解村民。” 杨峥告诉记者， 为
了尽快适应与以往工作存在天壤之别
的现任工作， 他开始了漫长而又细致
的走访调查工作。

一边走访， 一边干事， 干劲十足
的杨峥在走访中遇到什么问题， 解决
什么问题， 他利用派出单位的丰富资
源和个人关系网资源， 组织朝阳区卫
计委及下属单位和有资源的企业到村
子里开展帮扶、 慰问、 义诊等活动20

余次。 通过签署各类帮扶协议， 搭建
精准帮扶的桥梁， 激活集体经济， 创
收9.2万元； 动员社会资源， 资助17名
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学。

“引进资源， 一时的帮扶和资助
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要想达到长远
的发展， 还需要打造内动力。” 杨峥所
说的内动力， 即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作用， 认真履
职， 打造村级党组织成为党在基层最
扎实的战斗堡垒。 “火车跑得快， 全
凭车头带。” 党员干部就该当作车头，
带领老百姓走向幸福的小康生活。

杨峥告诉记者， 董各庄村共有党
员21名， 其中8人常住村里， 大多数党
员都在外务工。 “多年来， 没有组织
生活， 没有后备党员， 让村里的组织
建设十分涣散。” 意识到凝聚党员力量
才能更好发挥组织优势， 杨峥上任后
不久， 就开始紧抓组织建设问题。

“我建立两委班子周例会制度 ，
每月组织召开党员活动日， 积极发展
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 努力凝
聚全村党员， 让曾经管理涣散的党
员 找到组织和归属感 。” 杨峥举例 ，
就拿党员活动日来说， 他亲自电话短
信通知每一位党员参加活动， 并丰富

党员活动日内容， 第一次党员活动日
仅有8名党员参加， 到了2017年年底，
单次活动就有超过17名党员参加。 杨
峥说， “组织生活人气旺， 组织建设
就会更扎实。”

解决了组织建设问题， 开拓了经
济发展问题 ， 搭建了精准帮扶桥梁 ，
杨峥还破解了阻碍村里发展的健全民
主机构的问题。 通过科学的选举办法，
今年年初， 该村选举产生了28名村民
代表， 越来越多的干部村民把心思放
在了村集体建设当中来。

村里有名77岁的老党员， 她曾为
支持密云水库建设， 放弃自己的家园，
移民新址。 如今又受到各种保水政策
的制约， 一辈子生活在条件艰苦的环
境中 。 杨峥问她 ： “奉献了一辈子 ，
还是生活得艰难困苦， 您还相信中国
共产党吗？” 老党员的一句话就让杨峥

哽咽了， 她说： “相信！ 因为党不是
把你派来了吗？”

是啊， 党把为老百姓干实事的杨
峥派到了这个偏远的水库移民村， 他
用智慧和才干， 带领这里的村民建设
美丽乡村， 激活集体经济。 让曾经负
债累累的村子， 通过两年的时间， 抹
平了债务， 归还了拖欠农民十年的工
资， 并对未来有了美好而又具体的规
划， 他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让这个
20年都未曾变化的小山村， 充满了新
的活力。

面对自己所做的成绩， 面对老百
姓的认可， 杨峥深刻的感受到一名基
层党员使命感和责任感， 他把这场履
职称作一次洗礼， 精神和思想意识的
收获远远高于一切。 杨峥说： “未来，
不管我走到任何工作岗位上， 都不会
忘了这份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张俊民

□本报记者 盛丽
派出单位和职务： 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科长

平谷区大华山镇梯子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山村成了花园 大桃产量翻番

张俊民现任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
科长， 2015年11月他被派到平谷区大
华山镇梯子峪村任第一书记。 从一名
普通林业人， 变身 “第一书记”， 揽下
“扶贫脱低” 这个 “瓷器活”， 志在当
好精准脱贫的 “金刚钻”。

张俊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大学
学的是果树学 ， 工作也没离开林业 ，
是个名副其实的 “林业人”。 大学毕业
后， 他热爱农村的那份初心始终没变。
2015年8月， 市里要选派第一书记支援
农村建设。 张俊民没有任何犹豫， 第
一个报了名。

对于张俊民的这个决定， 不少人
也给了他很大鼓励和支持。 “你是农
民的孩子， 熟悉农村。 又是果树学硕
士， 搞的是林业推广， 第一书记非你
莫属。” 单位领导为他打气。 “没事，
家里有我。” 老婆坚决支持他。

作为单位 “骨干”， 张俊民被市园
林绿化局选派到平谷区大华山镇梯
子 峪 村 担 任 村 党 支 部 第 一 书 记 。
2015年11月18日， 张俊民踏上了梯子
峪的土地， 第一时间和村两委班子见
了面。 但这个村子的现状， 却让他有
些兴奋不起来了。 “这个村中， 村户
不到50户 。 三面环山 ， 有山山不秀 、

有水水不清； 有绿不出彩、 有人老残
多； 粮田百余亩， 产品销路愁。” 张俊
民回忆道。

到村里的头几天， 张俊民几次去
走访。 但是入户时， 村民不倒水不让
座， 对他的到来不知是不欢迎还是有
戒心。 甚至还传出这样议论： 这个城
里娃不过是来镀金 ， 混两年就走了 ，
干不成什么事。

入村三个月， 张俊民带着他的调
研成果回单位汇报 。 因为情况不明 、
思路不清、 措施对策不对路， 引来一
顿批评。 抛家舍业、 辛辛苦苦， 换来
的却是一顿批评。 当时， 张俊民鼻子
一酸， 眼泪夺眶而出。

市林业站时任站长施海开导他 ：
“大家说你， 主要是你这块情况摸的不
细， 想法也不切合实际。 另外， 到村
里先做些让村民认可的事， 他们才能
接纳你， 才愿意跟你说真话。 放心大
胆地去干， 单位支持你 !” 张俊民暗
下决心， 用行动证明自己。

为家家户户门前种上了月季， 村
口种上了海棠花、 油菜花， 花墙花海
成为梯子峪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深
得村民喜爱， 打造花园式村庄成为张
俊民到村后的第一件大事。

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张俊民的
足迹遍及全村的每一个角落， 他通过
入户走访、 座谈交流、 田间地头唠家
常等方式， 拉近与村民的距离， 很快
融入了村子； 他马不停蹄地争取项目，
跑资金、 开现场会， 与百姓打成一片。

大桃产业是梯子峪的主导产业之
一， 村里却一直沿用传统的 “大冠稀
植” 种植模式。 作为果树专家， 张俊
民劝导打算更新的村民采用 “高效密
植” 新技术， 但村民对这项技术心存
疑虑， 积极性不高。 于是， 他请专家
到村讲课， 带领村民到周边做的好的
村去参观， 最终村里计划改造的农户
全部采用了此项技术， 改造面积占全
村果园的三分之一。 改造的桃园两年

后亩产将翻一番， 达到8千至1万斤。
张俊民还准备将大桃种植、 特色

养殖、 特色乡村旅游作为村里的产业
发展方向， 提出了让 “地” 生 “金”、
让 “柴” 变 “金”、 用 “绿” 引 “金”
的三 “金” 战术， 制定出 “梯子峪村
经济发展五年规划”。

2017年到期后， 张俊民留任继续
第二届的工作 ， 在这里用绿色科技
带领村民致富。 今年， 他正在忙活着
流转土地开展大造林和流转闲置房
屋发展民宿的工作 。 据了解 ， 目前 ，
流 转 土 地 开 展 大 造 林 正 在 进 行 招
标 。 流转闲置房屋发展民宿已和清华
大学文创学院和一家地产公司达成合
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