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书记”驻村解民忧
特色党建引领为百姓上起思政课

距离北京城区147公里的密云区张
泉村， 曾经全村196口人中超过六成都
是低收入户。 唯一一条能进村的大张
路， 全长不到10公里， 却是 “山路十
八弯”， 自大城子镇一直蜿蜒向上， 直
到海拔600米的张泉村村口。

2016年11月 ， 北京工业大学材料
学院副院长、 党委委员、 副教授、 硕
士生导师季景书响应北京市委组织部
的号召， 来到这里担任第一书记， 负
责精准扶贫工作。 “看着进村那条破
破烂烂的路和老百姓脸上没有笑容的
表情， 我下决心在这里大展身手， 起
码让老百姓笑起来 。” 季景书告诉记
者， 从高校到乡村， 身份的转化让他
在不断摸索中前进， 他选择住在村里，
每天深入百姓家中或田间地头， 与老
乡们拉近距离 ， 成为真正的 “张泉
人”； 更主动作为， 为村里修路、 找产
业、 创品牌……

在不断适应农村生活的过程中 ，
季景书逐渐了解了百姓们的想法与需
求， 甚至着手参与邻里纠纷的调解和
出席老乡家的红白喜事， 与绝大多数
村民打成一片 。 “老百姓的信任度 ，
就是在彼此的沟通中建立起来的。” 季
景书办事公正， 又体恤百姓苦恼， 解
决问题有办法， 处理关系有方式， 张
泉村的老百姓几乎都对这个 “第一书
记” 心服口服， 也形成了 “有事就找
党支部” 的良好风气。

季景书说： “这就是高校教师扶
贫与企业扶贫的区别所在。” 他把对老
百姓家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了精准扶

贫工作中来， 潜移默化地引领广大村
民听党话， 跟党走。 据了解， 张泉村
的特色党建活动早已声名远播， 很多
高校、 企事业单位都来到张泉听党课。
季景书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中讲述
他与张泉村的故事， 也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到每一节生动的党课当中。 让
人惊喜的是， 特色党课也成为张泉村
一项创收项目， 2018年低 ， 共有20余
万元的特色党课收入， 进入到了张泉
村的集体账户， 老百姓既在 “思政课”
上提高了思想意识， 又同时收获了不
菲的经济收益。

找准定位破冰求发展
集体企业带领全村走上致富路

如果说思想上的变化都隐藏在老
百姓心里， 那么张泉村经济上的变化，
则是精准扶贫工作中成绩斐然的 “明
珠”， 显而易见。

就在2019年猪年春节前 ， 张泉村
192名村民都收到了500元的红利 ， 较
之上一年每人200元的红利， 又翻了一
番还要多。 “老百姓对致富最直观的
感受就是有钱了。” 季景书深知， 对于
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山村来说， 找
准产业发展道路是关键。 于是在进村
不久， 季景书便牵头办起了 “北京张
泉达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村办
集体企业， 他们着力推出 “张泉达康”
品牌系列绿色深加工产品， 包括蜂蜜、
蜂蜜润唇膏 、 板栗仁 、 山楂养身茶 、
NFC无添加山楂汁等。

“我们将这些深加工绿色产品售卖
到北京城区， 更把 ‘张泉达康’ 品牌
叫得更响 。” 据介绍 ， 在北工大校园
里， 很多教职工和学生都十分关注张

泉村， 食堂旁专门为张泉开了一家实
体店， 不仅农产品卖得好， 独具特色
的鲜榨红肖梨汁更是让学生们排长队
抢购。

2017年 ， 北工大副教授卖南瓜的
事情， 被媒体广泛报道了， 主人公就
是张泉村的第一书记季景书， “当时，
我也只是在村里走访时发现的南瓜 ，
并通过微信群传播出去 。 学校食堂 、
广大教职工和学生们的支持与积极购
买也是意外之喜。” 季景书说， 但通过
卖南瓜的事， 他们也在反思， 村子里
有好的绿色产品， 如何推销出去， 变
成经济收益， 是村里所有党员干部和
村民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了动员村民主动作为 ， 季景书
每次带游客来， 都要求村民自己推销
自己的产品， “只有村民自己具备了
销售能力， 他才能在致富路上越走越
宽。” 季景书把扶贫、 扶智看得同样重
要， 他告诉记者， 破冰式的发展将给
张泉村带来新的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目前， 除了集体企业带领百姓脱
贫致富外， 张泉村还成立了农宅合作
社， 已经有 “大地乡居” 和 “鹿栖书
苑” 两家高端民俗品牌进村， 改造14
家闲置农宅， 村民吃上了租金， 还在
家门口当上了民宿管家， 带动了村民
就业与增收。

据统计 ， 截至2018年底 ， 张泉村
已经实现了全面脱低 。 接下来的路 ，
将是一条发展致富路。

新书记接过精准扶贫接力棒
校友会持续参与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季景书是真的喜欢张泉村 ， 他曾
创作了一篇 《张泉赋》， 表达了对村子

的情感与向往———“张泉不远， 京城百
里； 山路弯弯， 时光渐慢； 山青水甜，
没有雾霾； 昼见蓝天， 夜数繁星； 静
心洗肺， 此为张泉。” 在离开张泉村的
时候， 季景书向大家承诺， 只要村里
有需要， 他随叫随到。

精准扶贫的接力棒传递给了新任
第一书记沈自友， 面对上一任第一书
记季景书干出的成绩 ， 他既有压力 ，
也倍感心安。 “有压力， 是希望自己
能在现有成绩上干得更好。 而这份心
安也来自季书记为我铺好了， 梳理好
了工作方向与方法。” 沈自友也是个有
担当， 有情怀的好干部， 他在与季景
书交接工作过程中， 便已逐渐融入了
这个小山村， 不到一个月时间， 他便
认识了村里超过90%的村民。

行走在田间地头， 往返于邻里之
间， 沈自友的身影慢慢随着初夏的脚
步， 留在了张泉村的山水之间。 而与
此同时， 助力张泉村农民增收致富的
力量也越来越多。 前不久， 北工大密
云校友会成立了， 来自密云区各行各
业的北工大校友被 “第一书记” 凝聚
到了一起。 他们中有做电子商务行业
的， 正好牵手 “张泉达康” 品牌产品
开展线上销售； 也有从事社会公益领
域的， 意在社区养老助残方面， 鼎力
协作……

“校友的力量是强大的， 他们将带
着各行各业的优势资源， 助力张泉村
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沈自友表
示， 未来， 张泉村的发展之路将是一
片欣欣向荣 ， 而无论是过去 、 现在 ，
还是未来的任何一任 “第一书记”， 都
将以 “张泉人” 的身份出发， 造福这
美丽的张泉。

4月底， 密云北部山区的春色正浓， 季节的更替让
“张泉” 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再次换了新颜， 而同样带着惜
别与传承更新意味的， 还有这里的 “第一书记”。 4月28
日这天， 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柳贡慧到张泉
村接 “第一书记” 季景书回校。 与此同时， 同样是来自
北工大的新任第一书记沈自友也在此上任了， 继续扎根
张泉村， 开展精准帮扶工作。 我们的故事， 就从这两位
高校来的 “第一书记” 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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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不仅要脱贫更要致富

季季景景书书与与老老乡乡们们在在一一起起扎扎根根张张泉泉村村的的季季景景书书

北工大密云校友会交流会 （右一为沈自友）季季景景书书 （（右右一一）） 关关心心老老乡乡们们的的生生活活

北工大“第一书记”走进张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