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从古至今，女性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有花木兰代父

从军，穆桂英为国征战，今有新时代的农村女性拼搏在追求

成功的道路上永不言败，前进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从未

徘徊。

本书所介绍的女主人公，是我省新时代农村成功女性的

杰出代表。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女，不甘贫穷，艰难创业，

最后成立了所在县最大的养鸡场，被同行尊称 “鸡司令”；

一位退休女干部，本可以安享晚年，却回到 “老大难”之称

的家乡办企业招商引资，带领众乡亲共同致富；一名每天到

奶站交奶的养殖户，看准商机，走村串巷沿街收奶，最后发

展成为大规模挤奶厅老板；一名高考落榜的农家女踏上打工

之路，苦心探索，最后自己成立玩具厂，效益连年翻番……

她们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奇迹，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

性格赋予她们新的使命，她们凭着勤奋、顽强，把握今天，

赢得明天，奔向未来！

以前瞻的理念抒写新时代的风采，让奉献之光辉映新的

时代。在此，也祝福我们的 “半边天”青春更艳，生活

更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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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来源及编辑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挂一漏万、出

现纰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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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支书心里装着众乡亲

李宗广

　　晋州市桃园镇桃园村是个曾经闻名全市的 “老大难”
村，从１９７８年至今，茹小联三度出任该村村支书，她一心

为公，执政为民，带领村 “两委”切实为村民办实事。如

今，桃园村村风正，民心顺，集体经济红红火火，村民生活

安乐祥和。
“这次回来，我心里确实很矛盾，可是想到上有领导的

重托、下有群众的企盼，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

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见到茹小联时，她刚风风火火地从

别村的清理宅基地现场赶回来。桃园乡党委书记尚建博向记

者介绍：“现在乡里把她抽出来当工作队的副队长，这样的

工作离不了她，不说桃园村，就是别村的村民也都服她。”
说到桃园村，茹小联说：“算上这次回来，我是三进桃

园哪。”

１９７８年，刚刚３１岁的茹小联就当上了桃园村的党支部

书记。争强好胜的她将村里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全

县第一个用上自来水的村、第一个让村民看上电视的村……
三年后，茹小联离开了桃园村。她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她

又回到了这里。

１９８７年７月９日，茹小联二度出任桃园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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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村里已乱得不像样子，集体财产全部流失。在清理工作

中，抢占宅基地、建新不拆旧的２７８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不做结扎手术的１００多户，还有２００多户不交公粮……清理

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可想而知。怎样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个头

绪来，茹小联费尽心思。她果断地从村班子自查自纠做起，
通过村民代表理事会做工作，收回欠款及物品折款共计４．８
万元。还清了以前村里的贷款，茹小联用剩下的１．８万元为

村里添置了发电机、安上了路灯，让村民们看上了电视，方

便了解各种信息。茹小联还完善了村里的果树承包合同，收

回了果树承包欠款，为村里购置了数台拖拉机、大型收割机

等农机具。集体经济一天比一天壮大，到１９９３年，村里有

了１７万元的存款。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她成为晋州市委命

名的首批 “农村功勋党支部书记”之一。
但是，茹小联为了工作得罪了不少人，遭到了少数不法

分子的疯狂报复。１９９３年，在领导的安排下，茹小联离开

了桃园，到晋州市人事局工作。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

是，１０年之后，茹小联又回来了，又回到了桃园村党支部

书记这个岗位上。
据桃园乡干部介绍，前几年，桃园村村务、财务管理混

乱，数年没有为村民办公益事业，到２００３年，村里已没有

一分存款，农机具被变卖，村委会的办公设备基本流失。村

委会的９间办公用房和一处院落，竟被村干部打赌输给了村

民。村民们多次上访，要求改变桃园村的混乱局面。
桃园村的情况也引起了晋州市各级领导的关注，市委派

出专门工作组进村调查，帮助选配班子。当了解到桃园村大

多数党员、群众举荐和盼望茹小联回村任党支部书记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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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导找到了茹小联，希望她再次 “出山”。知道这个消息

后，茹小联的两个女儿哭着跪在乡党委尚书记面前：“我们

已经失去了一个亲人，不能再让我妈担这个风险了。”茹小

联也是接连几天睡不着觉，想了很多很多：“我的心里确实

很矛盾，回去吧，这里确实让我很伤心，而且外孙和外孙女

就没人照顾了；要是不回去，岂不是辜负了领导的重托和群

众对我的信任？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计较个人的得

失，应该顾全大局，服从组织的决定。”
“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当干部就要树立

为群众打工的思想，一心一意为他们办实事。”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０日，５６岁的茹小联带着领导和群众的企

盼，来到了自己在这儿 “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桃园村，
三度出任村支书。在该村的党员群众代表会上，当原乡党委

张书记宣布茹小联的任职决定时，许多老党员激动得掉下了

眼泪，五六个人抱着茹小联泣不成声：“你走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回来看看我们，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听说茹小联回来了，有的村民高兴得放起了鞭炮，不少

人家还包了饺子以示庆贺。
面对再次接手、分文皆无的一个烂摊子，面对村里诸多

的矛盾和问题，茹小联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仅她回来的当

天，就走访和接待了党员群众１３８人次。在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茹小联把妥善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遗留问题作

为平息民怨、稳定民心、树立新班子威信的第一场硬仗，由

此拉开了桃园村治乱的序幕。
上任的几天时间里，茹小联分别和村里７名曾经捣乱滋

事的村民进行了谈话，给他们讲政策、摆道理，她的公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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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和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的决心感动了这些人。他们在茹

小联面前做了保证，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以后决不再

给村里的工作添乱、拉后腿。村民陈发水自此以后主动帮村

干部做工作，很快成为村里工作的积极分子。村民们纷纷把

拿走的办公桌椅送回来，占据村委会办公场所的村民也将村

委会的房屋院落交了出来。村里又重新置办了扩音器、喇叭

等广播设备，完善了村务公开栏和政策宣传栏，及时对村民

们进行宣传教育，接受他们的监督和建议。
在茹小联的主持下，桃园村建立了 “党员当家、村民做

主”的村民管理制度，在全村划分了５个党员服务区，每个

服务区设一名区长，由威望高、责任心强的党员担任，充分

调动起了村里党员的积极性。村里还恢复了村民议事会制

度，议事会由５个服务区各自推荐９名村民代表组成，４５
名议事会成员中有３０多名是共产党员。

建立健全了村级组织和各项规章制度后，茹小联一班人

开始了集体果园的清理工作。她利用村里的小喇叭开了一个

广播会，然后布置各区长下去做工作，她则用一天的时间查

看了被占的１２０亩果园。晚上，她召开了区长会，商议制定

了清理政策，区长们和党员群众一直座谈到夜里２点。由于

工作到位，果园回收承包金的工作只用了两天就顺利完成，
而且一户不落，收回承包款２６万元。今年新到期的４００亩

果园又进行了公开招标承包，一天时间全部完成，收到承包

金２１０万元。之后，他们依靠党员和群众代表，通过耐心细

致的工作，对抢占、多占宅基地等问题进行了彻底清理，共

清理违规建房７４处，拆除各类房屋１５０余间。“拆房前，茹

书记上俺家来做工作。你说人家５０多岁的人了，放着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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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不干又回到村里，她还不是为了这个村好？就凭她这

个人，她说让拆，俺什么话也不说。”他们的工作，得到了

村民的支持，仅用几天时间，新班子就为集体回收资金２６
万多元。

村风正了，民心顺了，村里的各项工作也就顺利地开展

起来。以前由乡干部带着锅灶到村集上征收十几天的农业

税，２００７年茹小联在喇叭里一广播，几年来没交过一分钱

的陈发水第一个到村委会交纳，其他村民也都主动交了上

来，１８．７万元的农业税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全部收齐，
而今年只用了一天就完成了这项税收。说起这些，茹小联深

有感触地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关键是

看干部这个头怎么带。当干部就要树立为群众打工的思想，
一心一意为他们办实事，他们才会信任你、支持你。”

“其实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你给他们办实事，他

们心里就记着你的好。你把心交给了老百姓，老百姓才能把

心掏给你。”

２００７年６月的一天，一场大雨使村里的部分街道积水

深达１米，不少人家的院里倒灌进了雨水。茹小联立即召集

村干部和区长冒雨到街里排水，许多村民也前来帮忙。水排

完了，茹小联又开始谋划解决排水问题的长久之计。之后，
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对村内街道进行了勘察，制定了街道整修

方案。在造工程预算时，施工队按照惯例将请客吃饭、回

扣、看管修路材料费等费用算了进去。茹小联要求除修路材

料、施工费以外的费用全部取消，并保证回扣一分不要、修

路材料一点不丢、村干部和监工人员不吃施工队一顿饭。经

过多次与施工队协商，修路费用降到了最低。这时，茹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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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亲戚找到了她，想在修路的时候拉石头子，茹小联一

口回绝：“因为你和我是亲戚，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行。就是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质量我也不能答应你，乡亲们都在看着

我们这些村干部，我不能在你身上开这个口子。”在茹小联

和村民们的共同协助下，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两条共长

１１５５米、宽５米的水泥浇筑路就建成了，还用砖铺了２０００
米长的街道。至此，全村８条主要街道实现了硬化，彻底解

决了村民行路难的问题。
由于多年无人管理，村小学吃水井损坏、厕所坍塌，师

生吃不上水、上不了厕所，老师想调走，学生也不安心学

习，学习成绩在全乡倒数第一。茹小联上任后，仅用了不到

一周的时间，打通、硬化了已被种上棉花的村里通往小学的

道路，建起了厕所，新打了一眼水井。办学条件改善了，茹

小联又和学校领导一起制定了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系列措施，
今年夏季考试，该校的成绩一跃成为全乡第三。领着记者参

观村里的街道时，恰好赶上孩子们放学，茹小联指着干净整

齐的道路说：“你看，虽是刚下了雨，孩子们也不用趟水踩

泥了。”村民陈计堂说：“学校条件好了，孩子们有希望了，
我们大家都得感谢茹书记啊。”

听到村民们的赞誉，茹小联却说：“群众的想法就是这

么朴实，你只要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就一直记着你的好

啊。”茹小联告诉我们，她刚回来的那４０多天，每天都有村

民排着队叫她上家里吃饭。“要是家常便饭也就罢了，谁知

他们都是从饭馆买回来的菜，摆了一大桌子，这叫我怎么受

得起呀。”好说歹说，饭是不吃了，可村民们还是惦记着她。
她到村里来，只要手里的杯子是空的，村民们就会抢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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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回家给她灌上水，放上糖。 “他们这是心疼我哪。这不，
去年 ‘非典’期间，每天都有乡亲拿着喷壶到我屋里消毒。
他们说，‘要是茹书记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办哪？’”茹小联

的话语中透出她和村民们之间那种肝胆相照的情意。

２００８年春节前，由于劳累过度，茹小联患上了面瘫，
村民们知道后，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党员就跑到城里去看她，
许多人还打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生怕她走了。为了不让大家

惦记，大年初八，茹小联脸上贴着膏药、戴着口罩又回到了

桃园村。 “你付出了多少，老百姓就会回报你多少。所以，
只有把心交给他们，他们才能把心掏给你。”

在采访茹小联前，我们见到了乡党委书记尚建博。尚书

记告诉我们，茹小联是个 “工作狂”，干起工作来可以整宿

不睡觉。“乡里只好派组织委员、妇联主任等两三个人跟着

她，‘监督’她。就是这样，她每天也只睡四五个小时。”桃

园村的村干部也介绍说，每天早上四点半茹小联的广播就准

时开始，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就到了夜里十一二点，有时候村

民们再找她说说事，她睡觉也就半夜一两点钟了。“她一天

到晚就没有闲着过。说实话，我们都打心眼里佩服她。跟着

这样的支书干，再苦再累也觉得有干头。”
为了改善村里的投资环境，让乡亲们能方便地做生意，

茹小联同村民议事会协商，又浇筑了一条１０米宽、８５０米

长的商贸大街，由村里通往晋周公路，计划在路两侧招商引

资。台商赖先生已来村洽谈，帮助引进了梨果新品种 “园
黄”，现已嫁接了１００亩，明年即可大批量产果。另外，村

里还准备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筹建一个占地５０亩的蔬菜水果批

发市场，建成后年交易额可达１亿元，将有效解决群众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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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问题。
如今，茹小联又在村里推广发动村民建设沼气池，目前

已建成４３个。一座投资３５万元的村委会办公楼也正在紧张

施工，建成后，村民活动室、图书馆等一批高标准的文化娱

乐场所也将投入使用。
采访就要结束了，但桃园乡党委书记尚建博的一番话却

始终萦绕在我们耳边：“一年多来，茹小联带领桃园村一班

人，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公正无私、敢于碰硬，不怕困

难、团结务实，使桃园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她的身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好

党员、好干部，确实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好好学习。”

借助幸福工程款　走好发家致富路

———记赵北沟村幸福工程救助母亲王素平

薛云彬

　　 “是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帮扶我脱了贫，过上了

幸福生活。”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王素平逢人就说的一句心

里话。
家住兴隆县六道河镇赵北沟村的王素平，今年４０岁，

双女户，加上公婆全家共６口人，母女三人均没有地种，人

多地少，秋收时遇大年可收红果５０００斤左右，年收入也就

３０００元左右，只够供上中学的大女儿一人的费用，还要供

养上小学的二女儿以及赡养年老体弱多病的公婆，生活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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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为改变家庭生活现状，夫妻俩苦苦地寻找着致富之

路，最终决定贷款购买农用车和开办便民商店，从２００１年

开始经营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物资，还根据具体情况经营农副

产品。因为赵北沟村的地理位置是全镇最偏僻的一个村，也

是人均收入最低的村，山高路远，交通十分不便，群众去集

市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以及农副产品的销售都得用一

天的时间往返，所以开商店，既方便群众又能改变自己的生

活。夫妻俩从信用社贷款３０００元买回来农用车和日常生活

用品，开起了商店，搞起农副产品购销生意。夫妻俩起早贪

黑、兢兢业业地干了起来，小商店很快就有了起色，在方便

群众的同时也赚了钱，但是随着商品经营品种的增加，再加

上这个村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好多人购买生产资料都是赊

账，到秋后才能够给钱，有的甚至两三年才给，因此造成资

金周转不开。

２００５年正在王素平经营举步维艰的时候，兴隆县人口

和计划生育协会申请的幸福工程项目在六道河镇进行试点，
在调查了她的情况后，协会给予王素平１００００元的救助资

金，当领到这笔资金时，王素平对全家人说：这真是雪中送

炭，国家这么支持咱计生户，一定要把这笔钱用好，真正让

它发挥作用见到实效。她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用这笔救助资金，王素平每年除日常经营小商店外，还

能做三次周转经营，即秋季收购核桃，核桃出手后，收购红

果贮藏，春季红果卖出后再购销玉米。真是皇天不负苦心

人，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７月在两个轮次中，夫妻俩共收

入３万多元，彻底打了个翻身仗。
王素平致富后，没有忘记乡亲们，特别是那些特困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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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生户，没有钱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就经常在她的商店里赊

欠商品，欠账最多的有２户，一是陈风顺，全家６口人，上

有７０多岁的老父亲和呆傻的母亲，下有一个年幼的独子，
妻子又患有精神病，还要抚养一个傻弟弟，面对这样一个病

残家庭，王素平很是同情他们，真心地帮助他们，买东西从

来都是先欠着，什么时候有了再还。积少成多先后欠了

５０００多元，一欠就是５年多；另一户是王文山，患癌症已

到了晚期，妻子也有腰疼病不能干活，老母亲又年老多病，
女儿出嫁，家里一个儿子也该成家立业了，可还是光棍一

条，是民政部门长期救助的对象，王文山家不光赊欠日常生

活用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等都是王素平垫付资金给买

回，先后垫付资金３０００多元，已欠４年多。王素平用车为

村里其他群众采购农资用品，从来没有收过任何费用。全村

一百多户，３６０口人几乎都得到过王素平的帮助，惠及面达

９５％以上。
王素平用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资金”两年多，仅节

省银行利息就将近３０００元，全家人均收入增加了１６００多

元，既改善了她们家的生活面貌，自己致富后又帮助了全村

群众。如今她们家已成为村里有名的小康之家，王素平也成

为致富能手，在２００８年 “三·八”妇女节上还受到镇妇联

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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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楼 春 秋

———记晋州市营里村摄影女强人王玉满

李宗广

　　在晋州市营里镇，提起王玉满，提起她的影楼，可以说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她的影楼已形

成相当规模。不亲眼所见，你很难想像在乡镇农村会有这样

上档次上水平的现代专业影楼。
二十多年来，王玉满走过了常人无法想像的艰难历程。

１９８２年，王玉满刚跨出校门，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改

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不甘平凡、好胜心强的王玉满总

想干点什么。眼看着身边的大姐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地与土地打交道，最后嫁人，生儿育女，听天由命地度过一

生，她很想有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同于她们的属于自己的

全新的生活，她下决心搞摄影。
干事业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女孩

子来说更是如此，当时王玉满什么都没有，没有本钱、没有

技能、没有场地。困难也许会吓倒弱者，但在强者面前会变

得无力，反而会磨炼强者，使她变得更坚强。没钱可以去

借，没有技能可以去学，没有场地可以去找。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在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乡政府的扶持帮助，以及妇

联会、共青团的关怀鼓励下，村委会免费提供大队办公用的

房子，王玉满的照相馆终于开张了。
刚开始，没有灯光设备，没有背景道具，她就走村串户

上门服务，积累了大量自然拍摄经验。尽管风吹日晒，东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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