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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
——河北省滦平县周台子村驻村采访手记之二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李思尧

半个月的驻村经历，让我们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也认识了许多可爱的

人。周台子村的干部和群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描绘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

他们的努力和成就，让我们深受感动，也倍增信心：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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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周台子村中心广场，妇
女晚饭后跳起广场舞。

图②：滦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动——抡花。

图③：下营子村农业技能比拼活

动中胜出的团队手拿奖品合影。
图④：空中俯瞰周台子村文化

广场。
图⑤：周台子村幼儿园。

（本文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杨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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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

县里的乡村振兴培训班在村里举行

3月27日，滦平县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专题研讨班第一期在周台子村全国农村
实用人才培训基地举行开班仪式，县委书记
高浚力到场讲授开班第一课。

“今天我们全县的县委管理干部到周台
子村来培训，县委和组织部是有考虑的。为
什么要选择来这里培训？到这里来培训什么
内容？邓秀军，说说你的想法。”

当我们抵达现场时，正好赶上了县委书
记对干部进行抽查式提问这一幕。

“周台子村是我们滦平县乡村振兴的典
范，村党委书记范振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勇于担当、艰苦创业、抗击病魔、舍己
为公’的精神流淌在滦河中，植根于滦平肥
沃的土地里，成长于周台子村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事业之上，来这里学习调研，可以
为我们今后的乡村振兴工作找到好的经验和
参考。”邓秀军回答说。

高浚力点了点头，看向在座的 150多名
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当前，我们既要保
护好生态，又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
裕，任重而道远。周台子村是农村绿色发
展、全面振兴、共同富裕的排头兵。今天我
们弘扬范振喜精神，就是要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克服困难，全力推动农村发展转型升
级，让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更扎实更有成
效。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县里的领导干部，
是滦平的中流砥柱，党和人民把事业交给我
们，我们就要扛起这份责任，干好这份事
业，展现这份担当。”

“像这样的培训，在我们这里每年要举
办好多期。”周台子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中心
主任李镇对我们说，“2014 年 6 月，周台子
村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挂牌成立。
2015年4月，周台子村培训基地被河北省委
组织部确定为河北省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基地。我们与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大
学等 14 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引进
专家讲师 22 名、全国十佳农民等‘客座教
授’8名，开发农业科技、农村电子商务等
培训课程 17 套，每年培训农村实用人才达
4000人次。”

3月29日
村里来了戴红领巾的小记者

“范爷爷，您好，我是滦平县第一小学
少先大队的赵唯妙，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
访。老师对我们说，您当选村支书后，是从
村部资产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办公桌、一把破
椅子和一个没有摇把的电话开始工作的，请
问是这样的吗？”

“没错，那个时候村里还有很多欠账，
咱们周台子村的发展就是从这‘三个一’开
始的。后来，我们发动党员、整理矿点、清
理欠款、治理盗伐乱伐等，靠自己一步一个
脚印走到了今天。”范振喜说。

这是 3月 29日，发生在周台子村小学 3
楼图书阅览室的一幕。

当天，村里迎来了一群戴红领巾的小记
者——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少先大队的6名
队员来到周台子村，与范振喜书记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见面会”。

上午 9 点，6 名红领巾小记者准时在周
台子村小学阅览室等候，早在一天前，他们
就和范振喜约好了采访的时间地点。在现
场，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群孩子。他们身
上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稚嫩的面庞上满是
朝气。阳光、开朗、自信、大方，孩子们的
精气神真棒。

看着他们，我们不禁想起了上周采访到
的 85 岁村民范德勇大爷的童年往事。在和
他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上学对范德勇是一
种奢望。当时正值中国全面抗战时期，日本
侵略者占领了周台子村，在村子的四角修建
了炮楼，用土墙把村民围起来集中看押。村
里的青壮年被侵略者用枪赶去挖壕沟、干苦
力，老人、孩子和女人每天食不果腹、战战

兢兢。那个时候，年幼的范德勇每天最大的
心愿仅仅是吃顿饱饭。

“小时候蹲在村口的土堆上，每天都盼
着有人能来救我们，打跑那些鬼子，结束那
地狱般的日子。”范德勇说，“后来，八路军
来了，日本投降了。再后来，新中国成立
了，改革开放了，全面小康了，村子越来越
好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回想以前，现在
的生活美好得就像一个梦。”

“全体起立，敬礼！”
孩子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拉回了我们的思

绪。范振喜书记刚一进门，孩子们就向他敬
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一名队员出列，为
他佩戴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接过孩子们递
来的鲜花，范书记笑呵呵地和孩子们围坐在
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

“范爷爷，您好。我是少先队员王恩
泽，我想问问您，您心中的美丽乡村是什么
样子的呢？”

“你是农村出生的，还是城里出生的？”
范振喜反问王恩泽。

“我是农村出生的。”
“那你知道什么是乡村振兴吗？”
“老师们给我们讲过，但是我还不太理

解它的含义。”王恩泽有点不好意思地挠
挠头。

范振喜想了想，认真地说：“简单来说
吧，就是家家生活都富裕，村里干净又卫
生，田间地头、山上山下到处都是绿色，男
女老少说话都很文明，长辈疼爱孩子，孩子
孝敬父母……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当然
了，有一点最重要，就是真情实意。”

看着用力点头的小朋友，范振喜笑了：
“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赶上了好
时代，国家这么富强、社会这么稳定、学校
条件这么好、教师的教学水平这么高，你们
一定要好好学习，做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今
后发展家乡、建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希望就在你们身上！”

4月1日

驻村书记干实事

“小伙子们，你们速度太慢了！加把
劲，再慢点就连我这个小老太婆都要追不上
咯！”58岁的王瑞珍大娘一边熟练地拿着手
里的铁锹平整着土地，一边乐呵呵地调侃着
在她旁边笨手笨脚有样学样的我们。

4 月 1 日，我们到距离周台子村不远的
金沟屯镇下营子村参加了一场农业技能比拼
活动，与近200位村民一起拿起铁锹，撸起
袖子平整地里的阳畦。

按照比赛规则，活动参与者每5人组成
一队，在 30 分钟内完成 50 米阳畦的平整，
根据参赛队平整土地的用时长短、石块多
少、土地平整度，活动主办方进行打分，并
对综合评分排名前6名的参赛队给予表扬和
奖励。

把我们请过来参赛的，是人民日报社驻
下营子村第一书记左松涛。得知我们在周台
子村驻村，左书记立马赶来，二话不说就把
我们拉入了他的农技比赛第六组。

“驻村就是要与农民吃到一起、活干到
一起。现在正是春耕春播的好时节，伴随着
气温回升，村里各项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我
们希望通过开展农技比拼秀，提高村民的耕

地、播种技术，鼓励大家做好春季农业生产
的各项准备工作。乡亲们听到举办活动的消
息后，都积极踊跃地报了名。你们来得正
好，咱们人民日报的同事组一队，让乡亲们
瞧瞧咱的本事。”

左松涛今年 52 岁，身体很壮实。黝黑
朴实的面孔、简单直白的语言和刚毅干练的
处事风格，让人看一眼就知道，这是一位做
事踏实靠谱的汉子。

“到农村做点事，是我一直以来的心
愿。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我 50 岁得以实
现。”左书记对我们说，“2021年4月份，我
主动要求到滦平县帮扶。6 月份，我到了
金沟屯镇下营子村，挂职村第一书记。”

左松涛是一个爱较真的人。对他而言，
驻村书记不仅要下得去、待得住，更要能够
推动美丽乡村的新发展。

把建阵地、修河堤、铺巷道等基础设施建
设作为改善村容村貌的突破口，左松涛开始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的协调落实。引进资金60
余万元，完成了碾子沟和三人沟两个自然村
的“户户通”项目，让两个村户户通上了沥青
路；积极申报争取“全国红色村组织振兴、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项目，引进项目资金
300万元建设下营子民俗特色红色村组织示
范村；针对村里发展的弱项短板，协调争取引
进帮扶项目资金 200万元建设温室大棚……
这些都是左松涛用辛勤汗水换来的成绩。

不过，最令他骄傲的事，还是用 447盏
路灯，照亮了村民的夜归路。

来村后不久，左松涛发现，由于下营子
村主要通行路段照明条件差，平时人流及车
流量较大，尤其是重型卡车较多，对行人安
全造成了极大隐患。“这个问题必须要解
决！”下定决心后，左松涛开始在各方奔走
协调。

终于，左松涛的努力获得了相关部门的
回应。2021年，国家电投集团与人民日报共
同制定了“智慧路灯照亮回家路”工程，由
国家电投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河北
省滦平县二道营子村、黄木沟村及下营子村
三个村庄的项目实施。该项目共为村里安装
常规路灯315盏、智慧路灯2盏、维修路灯130
盏，于当年10月19日18时正式投入使用。

以前晚上村里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啥都
看不到，出门赶夜路，心里面还有些害怕，
现在这路灯安装上后，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方
便多了，不用摸黑走夜路了，而且还能放音
乐跳广场舞。”傍晚时分，回家创业的下营

子村承德久财农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士
河对我们说。

“夜晚的路灯不仅照亮了村庄的夜空，
更照亮了村民回家的路。”左松涛说。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左松涛常年吃住在村里，长期穿着户
外服、运动鞋，走田间地头，坐农家炕沿，用乡
村土语话家常，用真情真心对待每一位村
民。现在，左书记也已经成了下营子村的“明
星”。谈起左书记，村民们没有不竖大拇指
的：“人民日报的驻村书记真是好样的！”

4月2日

“拼命书记”的心里话

4 月 2 日，吃过晚饭后，我们忙着收拾
行装。3日，我们就将结束驻村工作返京。

晚上7点，我们收到了范振喜书记的邀
请，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我们准备了一
个温馨的告别“茶话会”。

聊天之前，范书记拿出一个放了半杯五
颜六色小药片的玻璃杯，请我们稍等片
刻。然后拿起“药杯”，就着水一口一口把
药吃完。

看到我们惊讶的神色，范书记笑了笑：
“白血病，多年的老毛病了。”

1992年范振喜外出考察，意外接触到化

学原料菱镁土，感染了血癌。当时，他的治
疗费用高达 10 多万元，在那个年代，这笔
钱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最危难的时候，周台子村的乡亲们站
出来了。

“振喜是个好书记，我们得救他！”短短
五六天时间，全村人就凑齐了 10 万元手术
费。甚至就连因为被“逼”捐矿而同范振
喜几年不说话的二哥，也到医院给他捐献
了骨髓。

“是乡亲们救了我。”范振喜说，“那个
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只要活着，拼了自己这
条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出院后，范振喜不顾医生“静养三年”
的嘱咐，休息了不到三个月就一头扑在工作
上，定思路、跑项目、建工厂、办企业，村
里人都称他是“拼命书记”。在与死神较量
的同时，范振喜以惊人的毅力推动了周台子
村的发展。

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变好，而范振喜的身
体却一天天瘦弱下来。他先后5次病倒在工
作岗位，经历过 3 次大手术，4 次接到病危
通知。几经生死，他依然无怨无悔地团结带
领全村党员群众，把一个贫困山村建设成为
产业发展多元化、村庄建设城镇化、居住环
境公园化、村民教育常态化、村民福利多元
化的新农村。

30多年来，范振喜没在村里报销过一分
钱医药费，外出也不领补助，每年还主动向
村里交纳汽油费、电话费、陪餐费；村里
有十几亿元集体资产，范振喜的福利依然
与普通村民一样，家人也没特殊待遇；按
照滦平县有关规定，这些年范振喜应得提
成足有上亿元，可他一分钱都没要，全部
送归村集体……

清白做人，范振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历届选举，即便因病住院不在选举现场，每
次都是全票当选。“把村子交给他，我们放
心！”村民说。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我们忍不住问他。
“老百姓对你好，你也得对老百姓好，

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范振喜说，“这
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这些天你
们不怕吃苦、实地调研、走访村民的事儿我
都知道。从你们身上我能感觉到，人民日报
和咱农民是一家人，人民日报的记者是咱农
民的亲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