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仉振亮在麦田查看小麦的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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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劳模仉振亮：

摘掉“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 1955年8月， 27岁的仉振
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因为他相信 “共产党 ， 为人
民”。 那时， 血气方刚的他不知什么叫困难， 只知一
心跟党走， 一心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1956年1月， 28岁
的仉振亮， 被推选为窦店村党支部书记。 从此他的一
生紧紧与窦店村相连，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改革开放前， 窦店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
“破街烂镇穷窦店”， 花钱靠国家救济款， 吃饭靠国家
救济粮， 农民劳动日值仅有一毛九分七。 当时仉振亮
看着这个有着1000多户、 4000多口人的大村， 这么贫
穷落后， 他心痛， 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他没
黑天没白日地带领群众苦干 ， 办起了农业初级合作
社、 高级合作社。

1956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 仉振亮领着窦店人
苦干了三年， 不但没有改变窦店村的落后面貌， 而且
连温饱也没有解决。 他无数次地在村里村外转悠， 窦
店村的土地， 每一亩每一分都装在他的心里， 哪儿平
坦， 哪儿坎坷， 他心中都有一本账。 他不知向多少老
农请教， 改造窦店到底应该从哪入手？ 最后他终于从
疑惑中清醒， 改造窦店， 必须从打井入手。 自古以来
窦店村农业就是靠天吃饭。 窦店村几千亩地， 有一半
是偏坡溜岗， 存不住水。 于是他派人外出学习， 回来
后自制打井工具， 成立村打井队， 经过40多天的苦干，
终于打出来窦店村的第一眼井。 这一眼井， 不但打出
来水， 也打出了窦店人的信念、 力量和希望。 上世纪
六十年代， 仉振亮领导全村群众与天斗， 自力更生打
深水井， 在窦店村打了57眼井， 平均不到百亩一井，
全村实现了水浇地， 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老传统。

窦店村靠近京西燕山余脉， 有些土地， 经过千年
冲刷形成深谷似的大深沟， 偏坡溜岗， 83条大沟纵横
交错， 57眼井浇上去的水， 全部流到沟里， 顺着沟底
流跑了。 土地不平整， 仍旧不能实现水浇地。 仉振亮
又一次抓住了发展农业历史进程的关键， 带领群众向
土地宣战。 仉振亮暗自下定决心， 这4000多亩地在我
这一代一定要平整完。 从1969年到1977年， 每年冬春
全村拿出400个劳动力， 一人一辆小推车、 一把铁锹、

一把镐， 经过连续8年苦干， 全村4000多亩土地实现了
一马平川， 用水全部浇一遍， 也只需要5天， 为窦店
今后的粮食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如今， 窦
店村已经连续10年蝉联北京市小麦单产冠军。

“要改变家乡的穷面貌 ， 没有科学技术不行 。”
这是仉振亮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的真理。 1976年，仉振
亮从北京农科院请来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共9人， 拿出全
村最好的200亩地搞实验，仉振亮亲自参加，进行了41项
科学试验， 取得了30多万个数据， 9名科技人员在窦店
起早贪黑， 不分昼夜的工作， 终于实验成功了生长期
短、早熟、高产的京单403和京早7号玉米新品种，亩产千
斤。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 改 “三种三
收”为“两茬平播”， 1977年亩产767斤，1978年改为 “两
茬平播” 后， 当年亩产提高到1232斤， 亩增465斤。 这
项科研成果很快在北京市全面推广， 据可靠数据表明
1988年北京市播种面积150万亩， 粮食增产20亿斤。 窦
店耕作制度的改革经验不推自广， 到上世纪80年代末
和90年代初， 两茬平播耕作方式已遍及北方十几个省
市，增产粮食以千亿斤计算。1988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主
办的国家首届星火奖颁奖大会上， 全国二百多个参评
单位， 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发给了窦店村———仉振亮。

传统耕作制度的改革和优良品种的更迭， 使仉振
亮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 于是仉振亮开始了一个更大
胆、 更宏伟的计划。 首先， 投资300多万元， 购置了大
型配套的农业机械， 农机与农艺相结合， 实现了从耕
地、 撒粪、 打埂、 作畦、 播种、 除草、 联合收割全过
程机械化， 农业劳动力仅占全村劳动力的4%， 96%的
人从大田里解放出来， 从此结束了多少年来窦店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繁重体力劳动。 这是窦店村历
史上一个大的转折， 一次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就在两茬平播粮食大幅增产之后， 仉振亮请来北
京市农科院的几位专家对窦店村耕地上的土壤肥力的
各种指数进行测定。 测定结果表明， 由于粮食产量逐
年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 肥力明显不足，
然而， 大量的有机肥从哪里来， 那就是要大力发展畜
牧业。 仉振亮认为， 没有畜牧业的农业是不完整、 不
稳定的农业， 必须走农牧结合的秸秆 “过腹还田” 的
农业生态良性循环之路。 在上世纪80年代， 窦店村就
建起了肉牛育肥场， 14个农场都建起了自己的肉牛场，
每年从内蒙古、 山西各进1000多头架子牛， 异地育肥、

科学饲养， 总共存栏3000多头。 同时还建起400头的种
猪场、 20万只的蛋鸡场和存栏300头的奶牛场。 在全国
大力推广 “秸秆还田” 的时候， 窦店村已经将4000多
亩地上生长的800多万斤秸秆全部做到了 “过腹还田”，
再加上400头种猪场和20万只蛋鸡场的粪肥， 难怪窦店
村的土地一年比一年肥沃， 粮食年年增产。

此后， 在仉振亮的带领下， 窦店村建起了清真肉
联厂，“窦店”牌清真牛肉从此打开销路，产品销往全国
各大中城市，供不应求，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 窦店村
形成了肉牛饲养、 育肥、 屠宰、 加工、 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 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带动了地区畜牧业
的大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时间，服装厂、砖厂、瓦厂、大型水泥构件厂、 建
筑集团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窦店村的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这些企业不仅安排了窦店村所有
剩余的劳动力， 还吸纳了附近地区和外省市的劳动力。
真正实现了农民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 村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实现
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仉振亮也因此在1989年、
1995年两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第二代劳模仉锁忠：

共同富裕让所有村民过上美好生活

斗转星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党的领
导下， 窦店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变的是摘
下了 “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不变的是劳模精神
的传承和信念：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我们还要沿着壮大集体经
济的共同富裕之路走下去！” 这是窦店村党委书记仉
锁忠常说的一句话。

1983年， 土生土长的仉锁忠初中毕业后留在了村
里的集体农场。 那一年， 老书记仉振亮召集村里20多
名高中 、 初中毕业生开会 ， 并留给大家一篇命题作
文———《论干什么工作光彩与不光彩》。

年仅18岁的仉锁忠非常激动， 连夜写成一篇文章，
论述窦店村集体经济在未来应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没
过几天， 村党支部就决定把他调到村里远近闻名的清
真饭店担任收银员。

由于爷爷就是厨师， 仉锁忠对于学习清真美食一

直很有兴趣。 收银之余， 仉锁忠没事就去伙房帮厨，
并照着菜谱自学， 勤学苦练。 不到一年， 他就从收银
员升到主厨。 1983年底， 仉锁忠调到村里在北京燕山
地区新办的燕阳春清真饭店工作， 并一直干到了经理
的职位 。 这期间 ， 他自学会计 ， 还考取了厨师资格
证。 1992年， 仉锁忠作为北京市清真饮食界的唯一代
表， 参加了国家民委当年在沈阳举办的清真厨师培训
班 ， 凭借一篇论文和现场精心烹制的 “红烧牛尾 ”、
“盐爆肚丝”、 “掌上明珠” 等传统清真名菜， 轻松拿
下一级厨师证。 同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干一行就爱一行吧！ 我每天都是从早上一直工
作到饭店关门， 虽然很累， 但心里是快乐的。” 回忆
起往事， 仉锁忠感慨万千， “我心里一直有一股精神
作为动力鼓舞着我， 那就是老书记的劳模精神。”

“作为劳模， 要不怕吃苦， 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
有奉献精神。 在新时代， 更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仉锁忠这样理解 “劳模精神”。 在仉锁忠眼中， 老书
记仉振亮就是一名有骨气的硬汉。 “他的使命就是一
定要把家乡发展好，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993年初， 仉锁忠调回村里的清真迎宾楼饭庄任
经理， 同时兼任燕阳春饭店的经理。 为办好饭店， 仉
锁忠想了很多办法。 他向村里的企业借款13万元， 重
新装修店面， 并购买一部货车， 自己去批发市场采购
食材， 降低经营成本， 同时精心推出多道创新菜， 当
年就让迎宾楼的利润翻了一番。 1997年底， 由于业绩
突出， 仉锁忠升任窦店村农牧工商总公司的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锁忠干的不错， 好样的。” 仉锁忠的付出被仉
振亮等老同志看在了眼里。 1997年， 窦店村党委书记
仉振亮年过七十 ， 精力难以继续带领整个村两委班
子。 上级开始研究接任者，仉锁忠是被考察对象之一。
“其实我自己是反对的。” 仉锁忠说， 农村讲究声望和
资历， 当时觉得自己还年轻， 没什么工作经验。

老书记仉振亮得知仉锁忠犹豫， 气得一拍桌子。
“要正确对待组织对你的信任， 你也要相信自己。” 老
书记叮嘱， “你要把4000多村民装在心里！”

仉锁忠决定一试。 上任前先向上级打报告： 一是
亲属不能在同村任职， 要放开手脚干； 二是请老书记
任农牧工商总公司董事长， 做好 “传帮带”； 三是要
党员大会公开投票， 低于80％就辞职。 2000年， 刚过

而立之年的仉锁忠从老书记仉振亮的手中接过红旗，
担任窦店村党委书记， 开始了他的新征程。 当选后，
仉锁忠承诺要让窦店村的经济发展、 环境面貌、 百姓
收入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 做不到就辞职。

“想干事 、 能干事 、 会干事 ！” 村民史会林说 ：
“这是窦店人对仉锁忠的评价 ”。 村民说的 “干事 ”，
就是改革， 仉锁忠用行动、 用语言告诉每个村民， 改
革是每个人的事。

上任之初的仉锁忠面临入职 “大考”， 他像老书
记那样， 眼光向前， 看到了窦店村社会经济在新世纪
面临的问题： 全村11个农场年收入锐减， 其中一个农
场的职工年收入还不足2500元； 村办企业中， 肉牛厂
产量下降了85%， 20万只鸡的养鸡厂， 由于年亏损300
万已经倒闭， 窦店村整体经济走到了衰败的临界点。

仉锁忠下定决心改革。 被改革问题困扰的他， 被
父亲的一句话提醒了， 那天回到家， 老父亲对累得要
命的仉锁忠说： “老话说， 人挪活， 树挪死， 我建议
你出去走走， 长长见识， 看看人家是咋办的。”

父亲这话提醒了一直在围绕着本村困难打转转的
他 。 “一会儿我就开党委会 ， 找大家商量 。” 那天 ，
窦店村连夜召开了党委会商讨对策。 被一眼望不到边
际的农田环绕的窦店村从没有封闭过， 仉锁忠告诉大
家 “咱们要走出去学习。”

于是 ， 他带着班子成员走出去了 ， 足迹远及甘
肃、 山东、 河南、 内蒙等地。 那期间， 他和班子成员
兜里 “疲软”， 渴了喝矿泉水， 饿了吃方便面， 不敢
乱花一分钱。 回来后， 他让全村的人都参与改革， 农
场改牧场， 发展活牛出口生意； 扩建肉牛场， 扩大肉
牛养殖和加工， 形成饲养、 屠宰、 加工、 销售一条龙
产业链； 修建存栏400头的奶牛场和育肥场地， 从内蒙
古引进种牛， 经过在窦店当地育肥， 再销售到其他地
区； 全村3200亩耕地重新规划， 1500亩用来培育优质
种子以及种植少量经济作物， 500亩用来种植黄金梨等
经济果树，剩下的全部种植饲料、饲草；蛋鸡厂等亏损
企业关停；服装厂、制药厂等企业向社会招商引资……

改革当年， 窦店村税收、 产值就全部扭亏为盈，
村里百姓的腰包再次鼓起来了。

尝到改革甜头的窦店村村民告诉记者： “现在房
子够住钱够花， 家里有两辆小轿车， 两套房子， 都是
120多平方米。 加上村里集体经济股份分红、 土地确权
收益， 光这一项， 一年收入超过3万元。”

像老书记仉振亮一样 ， 仉锁忠没有躺在 “成绩
单” 上裹足不前， 而是思考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早在
2015年， 窦店村已清退彩钢、 水泥构件等8家高污染企
业。 在关闭的原砖瓦厂基础上， 取而代之的是村里投
资3000多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引进太阳能光源、
汽车高端零部件、 高科技孵化园、 医药等多家企业。
现在， 在窦店村口， 6万平方米传统农贸集市已被拆
除， 一座村民休闲公园已经拔地而起。 仉锁忠对记者
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自豪———窦店村目前已引进
50多家企业， 安排就业劳动力4000多人， 形成了生物
医药、 车业、 畜牧业、 新兴工业四大产业集群和优良
籽种、 苗木花卉黄金梨、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三大农业
园区 。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 ， 就是让村民的钱包鼓起
来， 日子好起来。” 仉锁忠说， 该村三分之二的村民
已经住上了现代化住宅楼。

永恒的财富：

劳模精神始终发挥领头羊作用

8月的北京， 酷暑难耐， 记者见到仉锁忠正在玉米
地里向村民询问今年玉米的长势 、 灌溉和病虫害情
况 。 他时而穿梭在玉米地 ， 时而和村民们促膝交谈
……汗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上衣都湿透了。

采访前， 记者就听说到窦店村找仉锁忠， 说容易
也容易， 他肯定在村里；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那么多
工作现场———窦店村肉牛养殖基地、 车业集团、 下户
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不好确定。

改革与发展， 把仉锁忠弄成了全村最忙的人， 他
的电话大多在占线状态 ， 在他的家里很难找到他 。
“在我们窦店村， 有一扇门永远是敞开的， 那就是仉
锁忠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号码多半都在占线中， 因为
村民有困难， 都会找他帮忙解决。” 村民苑焕春说。

老父亲总是埋怨 “这孩子也不回来看看我， 是个
‘不孝子’， 他老娘生病住院， 第二天才来”。 但正是
老父亲嘴里的这位 “不孝子”， 每年的重阳节等重大
节日， 都会抽出时间， 对全村60岁以上老人、 军烈属、
困难群众一一登门拜访， 十多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对孤寡老人、 五保户等弱势群体更是关怀备至。

2012年窦店村进行了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将
集体资产量化给3000多名股东， 每年将窦店村经营成
果进行股份分红。 2014年至2018年股东分红总额4014
万元， 实现了 “发展为了群众、 发展依靠群众、 发展
成果由村民共享”。

仉锁忠的乡村改革与发展，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部
分， 就是创造条件让村民就近就业， 加入工会组织，
成为工会会员。

依托窦店村工会建立的 “残疾人温馨家园” 设有
残疾人康复训练室、 法律心理咨询室等， 有25名残疾
人在这里参加技能培训， 通过学习加工茶叶桶、 编织
丝网花逐步掌握了生活技能。 仉锁忠颇有体会地说：
“有了工会组织， 我们多了一条更宽的路径。”

上任之初， 仉锁忠向全村百姓承诺： 任期三年，
窦店村经济和村民生活水平都有突飞猛进的提高， 三
年后请全体村民做出公正评判， 目标没实现， 将自动
辞职。 现在， 19年过去， 面对这里适度、 宜居的城市
化发展， 村民用行动对仉锁忠作出了评价， 他连续五
届在村党委换届选举中以全票连任， 群众 “要求” 他
继续在窦店村为群众 “掌门”。 他因此被评为全国劳
模， 窦店村获评 “北京最美乡村”。

“窦店村是一个汉 、 回 、 满 、 蒙等民族共居的
4500多人的大村。 窦店村取得的每一个成绩， 都得益
于党的改革开放各项富民政策。 几十年来， 窦店村坚
持走集体化道路，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靠的法宝就
是这个。” 仉锁忠说：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我将继
续弘扬劳模精神， 带领全村上下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
窦店村建得更美。”

□本报记者 闫长禄

两两代代劳劳模模合合力力谱谱写写窦窦店店幸幸福福曲曲

到过 “北京最美的乡村” 房山区窦
店村的人， 都会赞赏这是个现代化的美
丽家园：这个汉、回、满、蒙多个民族共居、
穆斯林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村， 堪
称京郊 “优质生活社区”， 这里三分之二
的村民全部搬进了高端现代化的住宅楼；
这里引进了50多家企业， 形成四大工业
产业集群和三大现代农业园区； 这里科
教发达， 经济富裕， 和谐宜居， 全体村
民笑语欢歌———村民们说 ： 成就今天美
好生活的， 要感谢村里两代劳模书记。

仉振亮， 前任书记， 从1956年至2000
年， 他带领村民摘掉了 “破街烂镇穷窦
店 ” 的帽子 ， 大伙儿走上了小康大道 。
仉振亮于1989年与1995年两次被评为全国
劳模；

仉锁忠， 现任书记， 从2000年至今，
他领着村民大胆改革创新走科技富民的
路子， 窦店村已经成为京郊现代化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模板。 他于2015年被评为全
国劳模；

老书记已于2015年去世， 但他身上的
劳模精神却被窦店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并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我和我的祖国

荨仉锁忠（左）在田地里和农民一起规划秋收工作

仉锁忠（左二）和村民一起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仉锁忠（左）在牛场询问牛饲料配比

第一代劳模仉振亮：

摘掉“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 1955年8月， 27岁的仉振
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因为他相信 “共产党 ， 为人
民”。 那时， 血气方刚的他不知什么叫困难， 只知一
心跟党走， 一心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1956年1月， 28岁
的仉振亮， 被推选为窦店村党支部书记。 从此他的一
生紧紧与窦店村相连，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改革开放前， 窦店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
“破街烂镇穷窦店”， 花钱靠国家救济款， 吃饭靠国家
救济粮， 农民劳动日值仅有一毛九分七。 当时仉振亮
看着这个有着1000多户、 4000多口人的大村， 这么贫
穷落后， 他心痛， 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他没
黑天没白日地带领群众苦干 ， 办起了农业初级合作
社、 高级合作社。

1956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 仉振亮领着窦店人
苦干了三年， 不但没有改变窦店村的落后面貌， 而且
连温饱也没有解决。 他无数次地在村里村外转悠， 窦
店村的土地， 每一亩每一分都装在他的心里， 哪儿平
坦， 哪儿坎坷， 他心中都有一本账。 他不知向多少老
农请教， 改造窦店到底应该从哪入手？ 最后他终于从
疑惑中清醒， 改造窦店， 必须从打井入手。 自古以来
窦店村农业就是靠天吃饭。 窦店村几千亩地， 有一半
是偏坡溜岗， 存不住水。 于是他派人外出学习， 回来
后自制打井工具， 成立村打井队， 经过40多天的苦干，
终于打出来窦店村的第一眼井。 这一眼井， 不但打出
来水， 也打出了窦店人的信念、 力量和希望。 上世纪
六十年代， 仉振亮领导全村群众与天斗， 自力更生打
深水井， 在窦店村打了57眼井， 平均不到百亩一井，
全村实现了水浇地， 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老传统。

窦店村靠近京西燕山余脉， 有些土地， 经过千年
冲刷形成深谷似的大深沟， 偏坡溜岗， 83条大沟纵横
交错， 57眼井浇上去的水， 全部流到沟里， 顺着沟底
流跑了。 土地不平整， 仍旧不能实现水浇地。 仉振亮
又一次抓住了发展农业历史进程的关键， 带领群众向
土地宣战。 仉振亮暗自下定决心， 这4000多亩地在我
这一代一定要平整完。 从1969年到1977年， 每年冬春
全村拿出400个劳动力， 一人一辆小推车、 一把铁锹、

一把镐， 经过连续8年苦干， 全村4000多亩土地实现了
一马平川， 用水全部浇一遍， 也只需要5天， 为窦店
今后的粮食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如今， 窦
店村已经连续10年蝉联北京市小麦单产冠军。

“要改变家乡的穷面貌 ， 没有科学技术不行 。”
这是仉振亮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的真理。 1976年，仉振
亮从北京农科院请来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共9人， 拿出全
村最好的200亩地搞实验，仉振亮亲自参加，进行了41项
科学试验， 取得了30多万个数据， 9名科技人员在窦店
起早贪黑， 不分昼夜的工作， 终于实验成功了生长期
短、早熟、高产的京单403和京早7号玉米新品种，亩产千
斤。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 改 “三种三
收”为“两茬平播”， 1977年亩产767斤，1978年改为 “两
茬平播” 后， 当年亩产提高到1232斤， 亩增465斤。 这
项科研成果很快在北京市全面推广， 据可靠数据表明
1988年北京市播种面积150万亩， 粮食增产20亿斤。 窦
店耕作制度的改革经验不推自广， 到上世纪80年代末
和90年代初， 两茬平播耕作方式已遍及北方十几个省
市，增产粮食以千亿斤计算。1988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主
办的国家首届星火奖颁奖大会上， 全国二百多个参评
单位， 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发给了窦店村———仉振亮。

传统耕作制度的改革和优良品种的更迭， 使仉振
亮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 于是仉振亮开始了一个更大
胆、 更宏伟的计划。 首先， 投资300多万元， 购置了大
型配套的农业机械， 农机与农艺相结合， 实现了从耕
地、 撒粪、 打埂、 作畦、 播种、 除草、 联合收割全过
程机械化， 农业劳动力仅占全村劳动力的4%， 96%的
人从大田里解放出来， 从此结束了多少年来窦店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繁重体力劳动。 这是窦店村历
史上一个大的转折， 一次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就在两茬平播粮食大幅增产之后， 仉振亮请来北
京市农科院的几位专家对窦店村耕地上的土壤肥力的
各种指数进行测定。 测定结果表明， 由于粮食产量逐
年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 肥力明显不足，
然而， 大量的有机肥从哪里来， 那就是要大力发展畜
牧业。 仉振亮认为， 没有畜牧业的农业是不完整、 不
稳定的农业， 必须走农牧结合的秸秆 “过腹还田” 的
农业生态良性循环之路。 在上世纪80年代， 窦店村就
建起了肉牛育肥场， 14个农场都建起了自己的肉牛场，
每年从内蒙古、 山西各进1000多头架子牛， 异地育肥、

科学饲养， 总共存栏3000多头。 同时还建起400头的种
猪场、 20万只的蛋鸡场和存栏300头的奶牛场。 在全国
大力推广 “秸秆还田” 的时候， 窦店村已经将4000多
亩地上生长的800多万斤秸秆全部做到了 “过腹还田”，
再加上400头种猪场和20万只蛋鸡场的粪肥， 难怪窦店
村的土地一年比一年肥沃， 粮食年年增产。

此后， 在仉振亮的带领下， 窦店村建起了清真肉
联厂，“窦店”牌清真牛肉从此打开销路，产品销往全国
各大中城市，供不应求，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 窦店村
形成了肉牛饲养、 育肥、 屠宰、 加工、 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 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带动了地区畜牧业
的大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时间，服装厂、砖厂、瓦厂、大型水泥构件厂、 建
筑集团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窦店村的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这些企业不仅安排了窦店村所有
剩余的劳动力， 还吸纳了附近地区和外省市的劳动力。
真正实现了农民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 村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实现
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仉振亮也因此在1989年、
1995年两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第二代劳模仉锁忠：

共同富裕让所有村民过上美好生活

斗转星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党的领
导下， 窦店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变的是摘
下了 “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不变的是劳模精神
的传承和信念：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我们还要沿着壮大集体经
济的共同富裕之路走下去！” 这是窦店村党委书记仉
锁忠常说的一句话。

1983年， 土生土长的仉锁忠初中毕业后留在了村
里的集体农场。 那一年， 老书记仉振亮召集村里20多
名高中 、 初中毕业生开会 ， 并留给大家一篇命题作
文———《论干什么工作光彩与不光彩》。

年仅18岁的仉锁忠非常激动， 连夜写成一篇文章，
论述窦店村集体经济在未来应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没
过几天， 村党支部就决定把他调到村里远近闻名的清
真饭店担任收银员。

由于爷爷就是厨师， 仉锁忠对于学习清真美食一

直很有兴趣。 收银之余， 仉锁忠没事就去伙房帮厨，
并照着菜谱自学， 勤学苦练。 不到一年， 他就从收银
员升到主厨。 1983年底， 仉锁忠调到村里在北京燕山
地区新办的燕阳春清真饭店工作， 并一直干到了经理
的职位 。 这期间 ， 他自学会计 ， 还考取了厨师资格
证。 1992年， 仉锁忠作为北京市清真饮食界的唯一代
表， 参加了国家民委当年在沈阳举办的清真厨师培训
班 ， 凭借一篇论文和现场精心烹制的 “红烧牛尾 ”、
“盐爆肚丝”、 “掌上明珠” 等传统清真名菜， 轻松拿
下一级厨师证。 同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干一行就爱一行吧！ 我每天都是从早上一直工
作到饭店关门， 虽然很累， 但心里是快乐的。” 回忆
起往事， 仉锁忠感慨万千， “我心里一直有一股精神
作为动力鼓舞着我， 那就是老书记的劳模精神。”

“作为劳模， 要不怕吃苦， 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
有奉献精神。 在新时代， 更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仉锁忠这样理解 “劳模精神”。 在仉锁忠眼中， 老书
记仉振亮就是一名有骨气的硬汉。 “他的使命就是一
定要把家乡发展好，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993年初， 仉锁忠调回村里的清真迎宾楼饭庄任
经理， 同时兼任燕阳春饭店的经理。 为办好饭店， 仉
锁忠想了很多办法。 他向村里的企业借款13万元， 重
新装修店面， 并购买一部货车， 自己去批发市场采购
食材， 降低经营成本， 同时精心推出多道创新菜， 当
年就让迎宾楼的利润翻了一番。 1997年底， 由于业绩
突出， 仉锁忠升任窦店村农牧工商总公司的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锁忠干的不错， 好样的。” 仉锁忠的付出被仉
振亮等老同志看在了眼里。 1997年， 窦店村党委书记
仉振亮年过七十 ， 精力难以继续带领整个村两委班
子。 上级开始研究接任者，仉锁忠是被考察对象之一。
“其实我自己是反对的。” 仉锁忠说， 农村讲究声望和
资历， 当时觉得自己还年轻， 没什么工作经验。

老书记仉振亮得知仉锁忠犹豫， 气得一拍桌子。
“要正确对待组织对你的信任， 你也要相信自己。” 老
书记叮嘱， “你要把4000多村民装在心里！”

仉锁忠决定一试。 上任前先向上级打报告： 一是
亲属不能在同村任职， 要放开手脚干； 二是请老书记
任农牧工商总公司董事长， 做好 “传帮带”； 三是要
党员大会公开投票， 低于80％就辞职。 2000年， 刚过

而立之年的仉锁忠从老书记仉振亮的手中接过红旗，
担任窦店村党委书记， 开始了他的新征程。 当选后，
仉锁忠承诺要让窦店村的经济发展、 环境面貌、 百姓
收入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 做不到就辞职。

“想干事 、 能干事 、 会干事 ！” 村民史会林说 ：
“这是窦店人对仉锁忠的评价 ”。 村民说的 “干事 ”，
就是改革， 仉锁忠用行动、 用语言告诉每个村民， 改
革是每个人的事。

上任之初的仉锁忠面临入职 “大考”， 他像老书
记那样， 眼光向前， 看到了窦店村社会经济在新世纪
面临的问题： 全村11个农场年收入锐减， 其中一个农
场的职工年收入还不足2500元； 村办企业中， 肉牛厂
产量下降了85%， 20万只鸡的养鸡厂， 由于年亏损300
万已经倒闭， 窦店村整体经济走到了衰败的临界点。

仉锁忠下定决心改革。 被改革问题困扰的他， 被
父亲的一句话提醒了， 那天回到家， 老父亲对累得要
命的仉锁忠说： “老话说， 人挪活， 树挪死， 我建议
你出去走走， 长长见识， 看看人家是咋办的。”

父亲这话提醒了一直在围绕着本村困难打转转的
他 。 “一会儿我就开党委会 ， 找大家商量 。” 那天 ，
窦店村连夜召开了党委会商讨对策。 被一眼望不到边
际的农田环绕的窦店村从没有封闭过， 仉锁忠告诉大
家 “咱们要走出去学习。”

于是 ， 他带着班子成员走出去了 ， 足迹远及甘
肃、 山东、 河南、 内蒙等地。 那期间， 他和班子成员
兜里 “疲软”， 渴了喝矿泉水， 饿了吃方便面， 不敢
乱花一分钱。 回来后， 他让全村的人都参与改革， 农
场改牧场， 发展活牛出口生意； 扩建肉牛场， 扩大肉
牛养殖和加工， 形成饲养、 屠宰、 加工、 销售一条龙
产业链； 修建存栏400头的奶牛场和育肥场地， 从内蒙
古引进种牛， 经过在窦店当地育肥， 再销售到其他地
区； 全村3200亩耕地重新规划， 1500亩用来培育优质
种子以及种植少量经济作物， 500亩用来种植黄金梨等
经济果树，剩下的全部种植饲料、饲草；蛋鸡厂等亏损
企业关停；服装厂、制药厂等企业向社会招商引资……

改革当年， 窦店村税收、 产值就全部扭亏为盈，
村里百姓的腰包再次鼓起来了。

尝到改革甜头的窦店村村民告诉记者： “现在房
子够住钱够花， 家里有两辆小轿车， 两套房子， 都是
120多平方米。 加上村里集体经济股份分红、 土地确权
收益， 光这一项， 一年收入超过3万元。”

像老书记仉振亮一样 ， 仉锁忠没有躺在 “成绩
单” 上裹足不前， 而是思考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早在
2015年， 窦店村已清退彩钢、 水泥构件等8家高污染企
业。 在关闭的原砖瓦厂基础上， 取而代之的是村里投
资3000多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引进太阳能光源、
汽车高端零部件、 高科技孵化园、 医药等多家企业。
现在， 在窦店村口， 6万平方米传统农贸集市已被拆
除， 一座村民休闲公园已经拔地而起。 仉锁忠对记者
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自豪———窦店村目前已引进
50多家企业， 安排就业劳动力4000多人， 形成了生物
医药、 车业、 畜牧业、 新兴工业四大产业集群和优良
籽种、 苗木花卉黄金梨、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三大农业
园区 。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 ， 就是让村民的钱包鼓起
来， 日子好起来。” 仉锁忠说， 该村三分之二的村民
已经住上了现代化住宅楼。

永恒的财富：

劳模精神始终发挥领头羊作用

8月的北京， 酷暑难耐， 记者见到仉锁忠正在玉米
地里向村民询问今年玉米的长势 、 灌溉和病虫害情
况 。 他时而穿梭在玉米地 ， 时而和村民们促膝交谈
……汗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上衣都湿透了。

采访前， 记者就听说到窦店村找仉锁忠， 说容易
也容易， 他肯定在村里；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那么多
工作现场———窦店村肉牛养殖基地、 车业集团、 下户
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不好确定。

改革与发展， 把仉锁忠弄成了全村最忙的人， 他
的电话大多在占线状态 ， 在他的家里很难找到他 。
“在我们窦店村， 有一扇门永远是敞开的， 那就是仉
锁忠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号码多半都在占线中， 因为
村民有困难， 都会找他帮忙解决。” 村民苑焕春说。

老父亲总是埋怨 “这孩子也不回来看看我， 是个
‘不孝子’， 他老娘生病住院， 第二天才来”。 但正是
老父亲嘴里的这位 “不孝子”， 每年的重阳节等重大
节日， 都会抽出时间， 对全村60岁以上老人、 军烈属、
困难群众一一登门拜访， 十多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对孤寡老人、 五保户等弱势群体更是关怀备至。

2012年窦店村进行了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将
集体资产量化给3000多名股东， 每年将窦店村经营成
果进行股份分红。 2014年至2018年股东分红总额4014
万元， 实现了 “发展为了群众、 发展依靠群众、 发展
成果由村民共享”。

仉锁忠的乡村改革与发展，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部
分， 就是创造条件让村民就近就业， 加入工会组织，
成为工会会员。

依托窦店村工会建立的 “残疾人温馨家园” 设有
残疾人康复训练室、 法律心理咨询室等， 有25名残疾
人在这里参加技能培训， 通过学习加工茶叶桶、 编织
丝网花逐步掌握了生活技能。 仉锁忠颇有体会地说：
“有了工会组织， 我们多了一条更宽的路径。”

上任之初， 仉锁忠向全村百姓承诺： 任期三年，
窦店村经济和村民生活水平都有突飞猛进的提高， 三
年后请全体村民做出公正评判， 目标没实现， 将自动
辞职。 现在， 19年过去， 面对这里适度、 宜居的城市
化发展， 村民用行动对仉锁忠作出了评价， 他连续五
届在村党委换届选举中以全票连任， 群众 “要求” 他
继续在窦店村为群众 “掌门”。 他因此被评为全国劳
模， 窦店村获评 “北京最美乡村”。

“窦店村是一个汉 、 回 、 满 、 蒙等民族共居的
4500多人的大村。 窦店村取得的每一个成绩， 都得益
于党的改革开放各项富民政策。 几十年来， 窦店村坚
持走集体化道路，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靠的法宝就
是这个。” 仉锁忠说：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我将继
续弘扬劳模精神， 带领全村上下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
窦店村建得更美。”

第一代劳模仉振亮：

摘掉“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 1955年8月， 27岁的仉振
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因为他相信 “共产党 ， 为人
民”。 那时， 血气方刚的他不知什么叫困难， 只知一
心跟党走， 一心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1956年1月， 28岁
的仉振亮， 被推选为窦店村党支部书记。 从此他的一
生紧紧与窦店村相连，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改革开放前， 窦店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
“破街烂镇穷窦店”， 花钱靠国家救济款， 吃饭靠国家
救济粮， 农民劳动日值仅有一毛九分七。 当时仉振亮
看着这个有着1000多户、 4000多口人的大村， 这么贫
穷落后， 他心痛， 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他没
黑天没白日地带领群众苦干 ， 办起了农业初级合作
社、 高级合作社。

1956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 仉振亮领着窦店人
苦干了三年， 不但没有改变窦店村的落后面貌， 而且
连温饱也没有解决。 他无数次地在村里村外转悠， 窦
店村的土地， 每一亩每一分都装在他的心里， 哪儿平
坦， 哪儿坎坷， 他心中都有一本账。 他不知向多少老
农请教， 改造窦店到底应该从哪入手？ 最后他终于从
疑惑中清醒， 改造窦店， 必须从打井入手。 自古以来
窦店村农业就是靠天吃饭。 窦店村几千亩地， 有一半
是偏坡溜岗， 存不住水。 于是他派人外出学习， 回来
后自制打井工具， 成立村打井队， 经过40多天的苦干，
终于打出来窦店村的第一眼井。 这一眼井， 不但打出
来水， 也打出了窦店人的信念、 力量和希望。 上世纪
六十年代， 仉振亮领导全村群众与天斗， 自力更生打
深水井， 在窦店村打了57眼井， 平均不到百亩一井，
全村实现了水浇地， 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老传统。

窦店村靠近京西燕山余脉， 有些土地， 经过千年
冲刷形成深谷似的大深沟， 偏坡溜岗， 83条大沟纵横
交错， 57眼井浇上去的水， 全部流到沟里， 顺着沟底
流跑了。 土地不平整， 仍旧不能实现水浇地。 仉振亮
又一次抓住了发展农业历史进程的关键， 带领群众向
土地宣战。 仉振亮暗自下定决心， 这4000多亩地在我
这一代一定要平整完。 从1969年到1977年， 每年冬春
全村拿出400个劳动力， 一人一辆小推车、 一把铁锹、

一把镐， 经过连续8年苦干， 全村4000多亩土地实现了
一马平川， 用水全部浇一遍， 也只需要5天， 为窦店
今后的粮食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如今， 窦
店村已经连续10年蝉联北京市小麦单产冠军。

“要改变家乡的穷面貌 ， 没有科学技术不行 。”
这是仉振亮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的真理。 1976年，仉振
亮从北京农科院请来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共9人， 拿出全
村最好的200亩地搞实验，仉振亮亲自参加，进行了41项
科学试验， 取得了30多万个数据， 9名科技人员在窦店
起早贪黑， 不分昼夜的工作， 终于实验成功了生长期
短、早熟、高产的京单403和京早7号玉米新品种，亩产千
斤。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 改 “三种三
收”为“两茬平播”， 1977年亩产767斤，1978年改为 “两
茬平播” 后， 当年亩产提高到1232斤， 亩增465斤。 这
项科研成果很快在北京市全面推广， 据可靠数据表明
1988年北京市播种面积150万亩， 粮食增产20亿斤。 窦
店耕作制度的改革经验不推自广， 到上世纪80年代末
和90年代初， 两茬平播耕作方式已遍及北方十几个省
市，增产粮食以千亿斤计算。1988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主
办的国家首届星火奖颁奖大会上， 全国二百多个参评
单位， 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发给了窦店村———仉振亮。

传统耕作制度的改革和优良品种的更迭， 使仉振
亮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 于是仉振亮开始了一个更大
胆、 更宏伟的计划。 首先， 投资300多万元， 购置了大
型配套的农业机械， 农机与农艺相结合， 实现了从耕
地、 撒粪、 打埂、 作畦、 播种、 除草、 联合收割全过
程机械化， 农业劳动力仅占全村劳动力的4%， 96%的
人从大田里解放出来， 从此结束了多少年来窦店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繁重体力劳动。 这是窦店村历
史上一个大的转折， 一次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就在两茬平播粮食大幅增产之后， 仉振亮请来北
京市农科院的几位专家对窦店村耕地上的土壤肥力的
各种指数进行测定。 测定结果表明， 由于粮食产量逐
年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 肥力明显不足，
然而， 大量的有机肥从哪里来， 那就是要大力发展畜
牧业。 仉振亮认为， 没有畜牧业的农业是不完整、 不
稳定的农业， 必须走农牧结合的秸秆 “过腹还田” 的
农业生态良性循环之路。 在上世纪80年代， 窦店村就
建起了肉牛育肥场， 14个农场都建起了自己的肉牛场，
每年从内蒙古、 山西各进1000多头架子牛， 异地育肥、

科学饲养， 总共存栏3000多头。 同时还建起400头的种
猪场、 20万只的蛋鸡场和存栏300头的奶牛场。 在全国
大力推广 “秸秆还田” 的时候， 窦店村已经将4000多
亩地上生长的800多万斤秸秆全部做到了 “过腹还田”，
再加上400头种猪场和20万只蛋鸡场的粪肥， 难怪窦店
村的土地一年比一年肥沃， 粮食年年增产。

此后， 在仉振亮的带领下， 窦店村建起了清真肉
联厂，“窦店”牌清真牛肉从此打开销路，产品销往全国
各大中城市，供不应求，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 窦店村
形成了肉牛饲养、 育肥、 屠宰、 加工、 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 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带动了地区畜牧业
的大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时间，服装厂、砖厂、瓦厂、大型水泥构件厂、 建
筑集团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窦店村的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这些企业不仅安排了窦店村所有
剩余的劳动力， 还吸纳了附近地区和外省市的劳动力。
真正实现了农民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 村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实现
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仉振亮也因此在1989年、
1995年两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第二代劳模仉锁忠：

共同富裕让所有村民过上美好生活

斗转星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党的领
导下， 窦店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变的是摘
下了 “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不变的是劳模精神
的传承和信念：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我们还要沿着壮大集体经
济的共同富裕之路走下去！” 这是窦店村党委书记仉
锁忠常说的一句话。

1983年， 土生土长的仉锁忠初中毕业后留在了村
里的集体农场。 那一年， 老书记仉振亮召集村里20多
名高中 、 初中毕业生开会 ， 并留给大家一篇命题作
文———《论干什么工作光彩与不光彩》。

年仅18岁的仉锁忠非常激动， 连夜写成一篇文章，
论述窦店村集体经济在未来应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没
过几天， 村党支部就决定把他调到村里远近闻名的清
真饭店担任收银员。

由于爷爷就是厨师， 仉锁忠对于学习清真美食一

直很有兴趣。 收银之余， 仉锁忠没事就去伙房帮厨，
并照着菜谱自学， 勤学苦练。 不到一年， 他就从收银
员升到主厨。 1983年底， 仉锁忠调到村里在北京燕山
地区新办的燕阳春清真饭店工作， 并一直干到了经理
的职位 。 这期间 ， 他自学会计 ， 还考取了厨师资格
证。 1992年， 仉锁忠作为北京市清真饮食界的唯一代
表， 参加了国家民委当年在沈阳举办的清真厨师培训
班 ， 凭借一篇论文和现场精心烹制的 “红烧牛尾 ”、
“盐爆肚丝”、 “掌上明珠” 等传统清真名菜， 轻松拿
下一级厨师证。 同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干一行就爱一行吧！ 我每天都是从早上一直工
作到饭店关门， 虽然很累， 但心里是快乐的。” 回忆
起往事， 仉锁忠感慨万千， “我心里一直有一股精神
作为动力鼓舞着我， 那就是老书记的劳模精神。”

“作为劳模， 要不怕吃苦， 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
有奉献精神。 在新时代， 更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仉锁忠这样理解 “劳模精神”。 在仉锁忠眼中， 老书
记仉振亮就是一名有骨气的硬汉。 “他的使命就是一
定要把家乡发展好，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993年初， 仉锁忠调回村里的清真迎宾楼饭庄任
经理， 同时兼任燕阳春饭店的经理。 为办好饭店， 仉
锁忠想了很多办法。 他向村里的企业借款13万元， 重
新装修店面， 并购买一部货车， 自己去批发市场采购
食材， 降低经营成本， 同时精心推出多道创新菜， 当
年就让迎宾楼的利润翻了一番。 1997年底， 由于业绩
突出， 仉锁忠升任窦店村农牧工商总公司的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锁忠干的不错， 好样的。” 仉锁忠的付出被仉
振亮等老同志看在了眼里。 1997年， 窦店村党委书记
仉振亮年过七十 ， 精力难以继续带领整个村两委班
子。 上级开始研究接任者，仉锁忠是被考察对象之一。
“其实我自己是反对的。” 仉锁忠说， 农村讲究声望和
资历， 当时觉得自己还年轻， 没什么工作经验。

老书记仉振亮得知仉锁忠犹豫， 气得一拍桌子。
“要正确对待组织对你的信任， 你也要相信自己。” 老
书记叮嘱， “你要把4000多村民装在心里！”

仉锁忠决定一试。 上任前先向上级打报告： 一是
亲属不能在同村任职， 要放开手脚干； 二是请老书记
任农牧工商总公司董事长， 做好 “传帮带”； 三是要
党员大会公开投票， 低于80％就辞职。 2000年， 刚过

而立之年的仉锁忠从老书记仉振亮的手中接过红旗，
担任窦店村党委书记， 开始了他的新征程。 当选后，
仉锁忠承诺要让窦店村的经济发展、 环境面貌、 百姓
收入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 做不到就辞职。

“想干事 、 能干事 、 会干事 ！” 村民史会林说 ：
“这是窦店人对仉锁忠的评价 ”。 村民说的 “干事 ”，
就是改革， 仉锁忠用行动、 用语言告诉每个村民， 改
革是每个人的事。

上任之初的仉锁忠面临入职 “大考”， 他像老书
记那样， 眼光向前， 看到了窦店村社会经济在新世纪
面临的问题： 全村11个农场年收入锐减， 其中一个农
场的职工年收入还不足2500元； 村办企业中， 肉牛厂
产量下降了85%， 20万只鸡的养鸡厂， 由于年亏损300
万已经倒闭， 窦店村整体经济走到了衰败的临界点。

仉锁忠下定决心改革。 被改革问题困扰的他， 被
父亲的一句话提醒了， 那天回到家， 老父亲对累得要
命的仉锁忠说： “老话说， 人挪活， 树挪死， 我建议
你出去走走， 长长见识， 看看人家是咋办的。”

父亲这话提醒了一直在围绕着本村困难打转转的
他 。 “一会儿我就开党委会 ， 找大家商量 。” 那天 ，
窦店村连夜召开了党委会商讨对策。 被一眼望不到边
际的农田环绕的窦店村从没有封闭过， 仉锁忠告诉大
家 “咱们要走出去学习。”

于是 ， 他带着班子成员走出去了 ， 足迹远及甘
肃、 山东、 河南、 内蒙等地。 那期间， 他和班子成员
兜里 “疲软”， 渴了喝矿泉水， 饿了吃方便面， 不敢
乱花一分钱。 回来后， 他让全村的人都参与改革， 农
场改牧场， 发展活牛出口生意； 扩建肉牛场， 扩大肉
牛养殖和加工， 形成饲养、 屠宰、 加工、 销售一条龙
产业链； 修建存栏400头的奶牛场和育肥场地， 从内蒙
古引进种牛， 经过在窦店当地育肥， 再销售到其他地
区； 全村3200亩耕地重新规划， 1500亩用来培育优质
种子以及种植少量经济作物， 500亩用来种植黄金梨等
经济果树，剩下的全部种植饲料、饲草；蛋鸡厂等亏损
企业关停；服装厂、制药厂等企业向社会招商引资……

改革当年， 窦店村税收、 产值就全部扭亏为盈，
村里百姓的腰包再次鼓起来了。

尝到改革甜头的窦店村村民告诉记者： “现在房
子够住钱够花， 家里有两辆小轿车， 两套房子， 都是
120多平方米。 加上村里集体经济股份分红、 土地确权
收益， 光这一项， 一年收入超过3万元。”

像老书记仉振亮一样 ， 仉锁忠没有躺在 “成绩
单” 上裹足不前， 而是思考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早在
2015年， 窦店村已清退彩钢、 水泥构件等8家高污染企
业。 在关闭的原砖瓦厂基础上， 取而代之的是村里投
资3000多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引进太阳能光源、
汽车高端零部件、 高科技孵化园、 医药等多家企业。
现在， 在窦店村口， 6万平方米传统农贸集市已被拆
除， 一座村民休闲公园已经拔地而起。 仉锁忠对记者
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自豪———窦店村目前已引进
50多家企业， 安排就业劳动力4000多人， 形成了生物
医药、 车业、 畜牧业、 新兴工业四大产业集群和优良
籽种、 苗木花卉黄金梨、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三大农业
园区 。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 ， 就是让村民的钱包鼓起
来， 日子好起来。” 仉锁忠说， 该村三分之二的村民
已经住上了现代化住宅楼。

永恒的财富：

劳模精神始终发挥领头羊作用

8月的北京， 酷暑难耐， 记者见到仉锁忠正在玉米
地里向村民询问今年玉米的长势 、 灌溉和病虫害情
况 。 他时而穿梭在玉米地 ， 时而和村民们促膝交谈
……汗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上衣都湿透了。

采访前， 记者就听说到窦店村找仉锁忠， 说容易
也容易， 他肯定在村里；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那么多
工作现场———窦店村肉牛养殖基地、 车业集团、 下户
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不好确定。

改革与发展， 把仉锁忠弄成了全村最忙的人， 他
的电话大多在占线状态 ， 在他的家里很难找到他 。
“在我们窦店村， 有一扇门永远是敞开的， 那就是仉
锁忠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号码多半都在占线中， 因为
村民有困难， 都会找他帮忙解决。” 村民苑焕春说。

老父亲总是埋怨 “这孩子也不回来看看我， 是个
‘不孝子’， 他老娘生病住院， 第二天才来”。 但正是
老父亲嘴里的这位 “不孝子”， 每年的重阳节等重大
节日， 都会抽出时间， 对全村60岁以上老人、 军烈属、
困难群众一一登门拜访， 十多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对孤寡老人、 五保户等弱势群体更是关怀备至。

2012年窦店村进行了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将
集体资产量化给3000多名股东， 每年将窦店村经营成
果进行股份分红。 2014年至2018年股东分红总额4014
万元， 实现了 “发展为了群众、 发展依靠群众、 发展
成果由村民共享”。

仉锁忠的乡村改革与发展，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部
分， 就是创造条件让村民就近就业， 加入工会组织，
成为工会会员。

依托窦店村工会建立的 “残疾人温馨家园” 设有
残疾人康复训练室、 法律心理咨询室等， 有25名残疾
人在这里参加技能培训， 通过学习加工茶叶桶、 编织
丝网花逐步掌握了生活技能。 仉锁忠颇有体会地说：
“有了工会组织， 我们多了一条更宽的路径。”

上任之初， 仉锁忠向全村百姓承诺： 任期三年，
窦店村经济和村民生活水平都有突飞猛进的提高， 三
年后请全体村民做出公正评判， 目标没实现， 将自动
辞职。 现在， 19年过去， 面对这里适度、 宜居的城市
化发展， 村民用行动对仉锁忠作出了评价， 他连续五
届在村党委换届选举中以全票连任， 群众 “要求” 他
继续在窦店村为群众 “掌门”。 他因此被评为全国劳
模， 窦店村获评 “北京最美乡村”。

“窦店村是一个汉 、 回 、 满 、 蒙等民族共居的
4500多人的大村。 窦店村取得的每一个成绩， 都得益
于党的改革开放各项富民政策。 几十年来， 窦店村坚
持走集体化道路，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靠的法宝就
是这个。” 仉锁忠说：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我将继
续弘扬劳模精神， 带领全村上下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
窦店村建得更美。”

第一代劳模仉振亮：

摘掉“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 1955年8月， 27岁的仉振
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因为他相信 “共产党 ， 为人
民”。 那时， 血气方刚的他不知什么叫困难， 只知一
心跟党走， 一心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1956年1月， 28岁
的仉振亮， 被推选为窦店村党支部书记。 从此他的一
生紧紧与窦店村相连，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改革开放前， 窦店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
“破街烂镇穷窦店”， 花钱靠国家救济款， 吃饭靠国家
救济粮， 农民劳动日值仅有一毛九分七。 当时仉振亮
看着这个有着1000多户、 4000多口人的大村， 这么贫
穷落后， 他心痛， 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他没
黑天没白日地带领群众苦干 ， 办起了农业初级合作
社、 高级合作社。

1956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 仉振亮领着窦店人
苦干了三年， 不但没有改变窦店村的落后面貌， 而且
连温饱也没有解决。 他无数次地在村里村外转悠， 窦
店村的土地， 每一亩每一分都装在他的心里， 哪儿平
坦， 哪儿坎坷， 他心中都有一本账。 他不知向多少老
农请教， 改造窦店到底应该从哪入手？ 最后他终于从
疑惑中清醒， 改造窦店， 必须从打井入手。 自古以来
窦店村农业就是靠天吃饭。 窦店村几千亩地， 有一半
是偏坡溜岗， 存不住水。 于是他派人外出学习， 回来
后自制打井工具， 成立村打井队， 经过40多天的苦干，
终于打出来窦店村的第一眼井。 这一眼井， 不但打出
来水， 也打出了窦店人的信念、 力量和希望。 上世纪
六十年代， 仉振亮领导全村群众与天斗， 自力更生打
深水井， 在窦店村打了57眼井， 平均不到百亩一井，
全村实现了水浇地， 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老传统。

窦店村靠近京西燕山余脉， 有些土地， 经过千年
冲刷形成深谷似的大深沟， 偏坡溜岗， 83条大沟纵横
交错， 57眼井浇上去的水， 全部流到沟里， 顺着沟底
流跑了。 土地不平整， 仍旧不能实现水浇地。 仉振亮
又一次抓住了发展农业历史进程的关键， 带领群众向
土地宣战。 仉振亮暗自下定决心， 这4000多亩地在我
这一代一定要平整完。 从1969年到1977年， 每年冬春
全村拿出400个劳动力， 一人一辆小推车、 一把铁锹、

一把镐， 经过连续8年苦干， 全村4000多亩土地实现了
一马平川， 用水全部浇一遍， 也只需要5天， 为窦店
今后的粮食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如今， 窦
店村已经连续10年蝉联北京市小麦单产冠军。

“要改变家乡的穷面貌 ， 没有科学技术不行 。”
这是仉振亮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的真理。 1976年，仉振
亮从北京农科院请来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共9人， 拿出全
村最好的200亩地搞实验，仉振亮亲自参加，进行了41项
科学试验， 取得了30多万个数据， 9名科技人员在窦店
起早贪黑， 不分昼夜的工作， 终于实验成功了生长期
短、早熟、高产的京单403和京早7号玉米新品种，亩产千
斤。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 改 “三种三
收”为“两茬平播”， 1977年亩产767斤，1978年改为 “两
茬平播” 后， 当年亩产提高到1232斤， 亩增465斤。 这
项科研成果很快在北京市全面推广， 据可靠数据表明
1988年北京市播种面积150万亩， 粮食增产20亿斤。 窦
店耕作制度的改革经验不推自广， 到上世纪80年代末
和90年代初， 两茬平播耕作方式已遍及北方十几个省
市，增产粮食以千亿斤计算。1988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主
办的国家首届星火奖颁奖大会上， 全国二百多个参评
单位， 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发给了窦店村———仉振亮。

传统耕作制度的改革和优良品种的更迭， 使仉振
亮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 于是仉振亮开始了一个更大
胆、 更宏伟的计划。 首先， 投资300多万元， 购置了大
型配套的农业机械， 农机与农艺相结合， 实现了从耕
地、 撒粪、 打埂、 作畦、 播种、 除草、 联合收割全过
程机械化， 农业劳动力仅占全村劳动力的4%， 96%的
人从大田里解放出来， 从此结束了多少年来窦店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繁重体力劳动。 这是窦店村历
史上一个大的转折， 一次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就在两茬平播粮食大幅增产之后， 仉振亮请来北
京市农科院的几位专家对窦店村耕地上的土壤肥力的
各种指数进行测定。 测定结果表明， 由于粮食产量逐
年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 肥力明显不足，
然而， 大量的有机肥从哪里来， 那就是要大力发展畜
牧业。 仉振亮认为， 没有畜牧业的农业是不完整、 不
稳定的农业， 必须走农牧结合的秸秆 “过腹还田” 的
农业生态良性循环之路。 在上世纪80年代， 窦店村就
建起了肉牛育肥场， 14个农场都建起了自己的肉牛场，
每年从内蒙古、 山西各进1000多头架子牛， 异地育肥、

科学饲养， 总共存栏3000多头。 同时还建起400头的种
猪场、 20万只的蛋鸡场和存栏300头的奶牛场。 在全国
大力推广 “秸秆还田” 的时候， 窦店村已经将4000多
亩地上生长的800多万斤秸秆全部做到了 “过腹还田”，
再加上400头种猪场和20万只蛋鸡场的粪肥， 难怪窦店
村的土地一年比一年肥沃， 粮食年年增产。

此后， 在仉振亮的带领下， 窦店村建起了清真肉
联厂，“窦店”牌清真牛肉从此打开销路，产品销往全国
各大中城市，供不应求，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 窦店村
形成了肉牛饲养、 育肥、 屠宰、 加工、 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 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带动了地区畜牧业
的大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时间，服装厂、砖厂、瓦厂、大型水泥构件厂、 建
筑集团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窦店村的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这些企业不仅安排了窦店村所有
剩余的劳动力， 还吸纳了附近地区和外省市的劳动力。
真正实现了农民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 村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实现
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仉振亮也因此在1989年、
1995年两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第二代劳模仉锁忠：

共同富裕让所有村民过上美好生活

斗转星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党的领
导下， 窦店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变的是摘
下了 “破街烂镇穷窦店” 的帽子， 不变的是劳模精神
的传承和信念：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我们还要沿着壮大集体经
济的共同富裕之路走下去！” 这是窦店村党委书记仉
锁忠常说的一句话。

1983年， 土生土长的仉锁忠初中毕业后留在了村
里的集体农场。 那一年， 老书记仉振亮召集村里20多
名高中 、 初中毕业生开会 ， 并留给大家一篇命题作
文———《论干什么工作光彩与不光彩》。

年仅18岁的仉锁忠非常激动， 连夜写成一篇文章，
论述窦店村集体经济在未来应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没
过几天， 村党支部就决定把他调到村里远近闻名的清
真饭店担任收银员。

由于爷爷就是厨师， 仉锁忠对于学习清真美食一

直很有兴趣。 收银之余， 仉锁忠没事就去伙房帮厨，
并照着菜谱自学， 勤学苦练。 不到一年， 他就从收银
员升到主厨。 1983年底， 仉锁忠调到村里在北京燕山
地区新办的燕阳春清真饭店工作， 并一直干到了经理
的职位 。 这期间 ， 他自学会计 ， 还考取了厨师资格
证。 1992年， 仉锁忠作为北京市清真饮食界的唯一代
表， 参加了国家民委当年在沈阳举办的清真厨师培训
班 ， 凭借一篇论文和现场精心烹制的 “红烧牛尾 ”、
“盐爆肚丝”、 “掌上明珠” 等传统清真名菜， 轻松拿
下一级厨师证。 同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干一行就爱一行吧！ 我每天都是从早上一直工
作到饭店关门， 虽然很累， 但心里是快乐的。” 回忆
起往事， 仉锁忠感慨万千， “我心里一直有一股精神
作为动力鼓舞着我， 那就是老书记的劳模精神。”

“作为劳模， 要不怕吃苦， 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
有奉献精神。 在新时代， 更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仉锁忠这样理解 “劳模精神”。 在仉锁忠眼中， 老书
记仉振亮就是一名有骨气的硬汉。 “他的使命就是一
定要把家乡发展好， 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993年初， 仉锁忠调回村里的清真迎宾楼饭庄任
经理， 同时兼任燕阳春饭店的经理。 为办好饭店， 仉
锁忠想了很多办法。 他向村里的企业借款13万元， 重
新装修店面， 并购买一部货车， 自己去批发市场采购
食材， 降低经营成本， 同时精心推出多道创新菜， 当
年就让迎宾楼的利润翻了一番。 1997年底， 由于业绩
突出， 仉锁忠升任窦店村农牧工商总公司的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锁忠干的不错， 好样的。” 仉锁忠的付出被仉
振亮等老同志看在了眼里。 1997年， 窦店村党委书记
仉振亮年过七十 ， 精力难以继续带领整个村两委班
子。 上级开始研究接任者，仉锁忠是被考察对象之一。
“其实我自己是反对的。” 仉锁忠说， 农村讲究声望和
资历， 当时觉得自己还年轻， 没什么工作经验。

老书记仉振亮得知仉锁忠犹豫， 气得一拍桌子。
“要正确对待组织对你的信任， 你也要相信自己。” 老
书记叮嘱， “你要把4000多村民装在心里！”

仉锁忠决定一试。 上任前先向上级打报告： 一是
亲属不能在同村任职， 要放开手脚干； 二是请老书记
任农牧工商总公司董事长， 做好 “传帮带”； 三是要
党员大会公开投票， 低于80％就辞职。 2000年， 刚过

而立之年的仉锁忠从老书记仉振亮的手中接过红旗，
担任窦店村党委书记， 开始了他的新征程。 当选后，
仉锁忠承诺要让窦店村的经济发展、 环境面貌、 百姓
收入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 做不到就辞职。

“想干事 、 能干事 、 会干事 ！” 村民史会林说 ：
“这是窦店人对仉锁忠的评价 ”。 村民说的 “干事 ”，
就是改革， 仉锁忠用行动、 用语言告诉每个村民， 改
革是每个人的事。

上任之初的仉锁忠面临入职 “大考”， 他像老书
记那样， 眼光向前， 看到了窦店村社会经济在新世纪
面临的问题： 全村11个农场年收入锐减， 其中一个农
场的职工年收入还不足2500元； 村办企业中， 肉牛厂
产量下降了85%， 20万只鸡的养鸡厂， 由于年亏损300
万已经倒闭， 窦店村整体经济走到了衰败的临界点。

仉锁忠下定决心改革。 被改革问题困扰的他， 被
父亲的一句话提醒了， 那天回到家， 老父亲对累得要
命的仉锁忠说： “老话说， 人挪活， 树挪死， 我建议
你出去走走， 长长见识， 看看人家是咋办的。”

父亲这话提醒了一直在围绕着本村困难打转转的
他 。 “一会儿我就开党委会 ， 找大家商量 。” 那天 ，
窦店村连夜召开了党委会商讨对策。 被一眼望不到边
际的农田环绕的窦店村从没有封闭过， 仉锁忠告诉大
家 “咱们要走出去学习。”

于是 ， 他带着班子成员走出去了 ， 足迹远及甘
肃、 山东、 河南、 内蒙等地。 那期间， 他和班子成员
兜里 “疲软”， 渴了喝矿泉水， 饿了吃方便面， 不敢
乱花一分钱。 回来后， 他让全村的人都参与改革， 农
场改牧场， 发展活牛出口生意； 扩建肉牛场， 扩大肉
牛养殖和加工， 形成饲养、 屠宰、 加工、 销售一条龙
产业链； 修建存栏400头的奶牛场和育肥场地， 从内蒙
古引进种牛， 经过在窦店当地育肥， 再销售到其他地
区； 全村3200亩耕地重新规划， 1500亩用来培育优质
种子以及种植少量经济作物， 500亩用来种植黄金梨等
经济果树，剩下的全部种植饲料、饲草；蛋鸡厂等亏损
企业关停；服装厂、制药厂等企业向社会招商引资……

改革当年， 窦店村税收、 产值就全部扭亏为盈，
村里百姓的腰包再次鼓起来了。

尝到改革甜头的窦店村村民告诉记者： “现在房
子够住钱够花， 家里有两辆小轿车， 两套房子， 都是
120多平方米。 加上村里集体经济股份分红、 土地确权
收益， 光这一项， 一年收入超过3万元。”

像老书记仉振亮一样 ， 仉锁忠没有躺在 “成绩
单” 上裹足不前， 而是思考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早在
2015年， 窦店村已清退彩钢、 水泥构件等8家高污染企
业。 在关闭的原砖瓦厂基础上， 取而代之的是村里投
资3000多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引进太阳能光源、
汽车高端零部件、 高科技孵化园、 医药等多家企业。
现在， 在窦店村口， 6万平方米传统农贸集市已被拆
除， 一座村民休闲公园已经拔地而起。 仉锁忠对记者
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自豪———窦店村目前已引进
50多家企业， 安排就业劳动力4000多人， 形成了生物
医药、 车业、 畜牧业、 新兴工业四大产业集群和优良
籽种、 苗木花卉黄金梨、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三大农业
园区 。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 ， 就是让村民的钱包鼓起
来， 日子好起来。” 仉锁忠说， 该村三分之二的村民
已经住上了现代化住宅楼。

永恒的财富：

劳模精神始终发挥领头羊作用

8月的北京， 酷暑难耐， 记者见到仉锁忠正在玉米
地里向村民询问今年玉米的长势 、 灌溉和病虫害情
况 。 他时而穿梭在玉米地 ， 时而和村民们促膝交谈
……汗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上衣都湿透了。

采访前， 记者就听说到窦店村找仉锁忠， 说容易
也容易， 他肯定在村里；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那么多
工作现场———窦店村肉牛养殖基地、 车业集团、 下户
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不好确定。

改革与发展， 把仉锁忠弄成了全村最忙的人， 他
的电话大多在占线状态 ， 在他的家里很难找到他 。
“在我们窦店村， 有一扇门永远是敞开的， 那就是仉
锁忠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号码多半都在占线中， 因为
村民有困难， 都会找他帮忙解决。” 村民苑焕春说。

老父亲总是埋怨 “这孩子也不回来看看我， 是个
‘不孝子’， 他老娘生病住院， 第二天才来”。 但正是
老父亲嘴里的这位 “不孝子”， 每年的重阳节等重大
节日， 都会抽出时间， 对全村60岁以上老人、 军烈属、
困难群众一一登门拜访， 十多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对孤寡老人、 五保户等弱势群体更是关怀备至。

2012年窦店村进行了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将
集体资产量化给3000多名股东， 每年将窦店村经营成
果进行股份分红。 2014年至2018年股东分红总额4014
万元， 实现了 “发展为了群众、 发展依靠群众、 发展
成果由村民共享”。

仉锁忠的乡村改革与发展，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部
分， 就是创造条件让村民就近就业， 加入工会组织，
成为工会会员。

依托窦店村工会建立的 “残疾人温馨家园” 设有
残疾人康复训练室、 法律心理咨询室等， 有25名残疾
人在这里参加技能培训， 通过学习加工茶叶桶、 编织
丝网花逐步掌握了生活技能。 仉锁忠颇有体会地说：
“有了工会组织， 我们多了一条更宽的路径。”

上任之初， 仉锁忠向全村百姓承诺： 任期三年，
窦店村经济和村民生活水平都有突飞猛进的提高， 三
年后请全体村民做出公正评判， 目标没实现， 将自动
辞职。 现在， 19年过去， 面对这里适度、 宜居的城市
化发展， 村民用行动对仉锁忠作出了评价， 他连续五
届在村党委换届选举中以全票连任， 群众 “要求” 他
继续在窦店村为群众 “掌门”。 他因此被评为全国劳
模， 窦店村获评 “北京最美乡村”。

“窦店村是一个汉 、 回 、 满 、 蒙等民族共居的
4500多人的大村。 窦店村取得的每一个成绩， 都得益
于党的改革开放各项富民政策。 几十年来， 窦店村坚
持走集体化道路，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靠的法宝就
是这个。” 仉锁忠说：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我将继
续弘扬劳模精神， 带领全村上下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
窦店村建得更美。”

仉仉振振亮亮与与仉仉锁锁忠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