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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张继学，第一个“学”，是
“需要学”。学习他，是时代需要，
是树立“狮子型”“老黄牛型”用人
导向的需要。这个“学”，用一句
话来概括，叫做——— 事业面前“有
劲头”。

第二个“学”，是“要我学”。光
踏实苦干不行，还得有技巧、有办
法。这个“学”，也可以用一句话来
概括——— 工作面前“有方法”。

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张继学下海

经商，从沂源收购水果、花椒、羊
绒等农副产品，运到外地搞经营，
年收入高达数十万元。虽然那个

年代堪称能人辈出，但能达到他
这个程度的，也不算太多。在乡
亲们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能
人”。

经商有水平，治村会不会有
办法？事实证明，群众的眼光没
错。张继学发家致富，在于眼光
毒，在于善“转化”——— 充分发挥
沂源地处山区、农产品质优价廉
的优势，取长补短，把本地农副产
品运到外地，赚取差价。本地化
产品是基础，外地市场是机会。
打好基础、抓住机会，自然稳赢。

他的治村思路，也是立足于
狠抓“农副业”这个基础，把“山

村”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培植好自
身资源，积蓄力量，然后向外发
展：把农副产品卖出去，把外地游
客“请”进来。

他带领村民发展苹果、大樱
桃、葡萄种植，这是厚植根基、扩
大自身优势；带领村民硬化道路，
这是打通“经脉”——— 既方便果品
运出去，又方便游客“走进来”；建
设沼气池，进行景观美化，实现村
庄绿化、净化、亮化，则是为了提
升村庄“硬环境”、优化村庄“软环
境”——— 毕竟，环境整洁了，随地
吐痰的人就少了。“美丽乡村”的
蓝图，由此绘就。

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难；有时候方向、路子定了，能
不能推动实施，依然成问题。张
继学能把经营思维运用到治村之
中并取得成效，说明他不是空想
家，而是实干家。

很多工作，都是如此。能不
能取得成效，首先要路子对头、方
向正确，其次要找准自身优势，第
三要善于抓住机会。张继学当年
率先致富，是因为他跳出了“沂源
是个山区县”的局限，把“山区”这
个劣势转化为“农副产品质优价
廉”的优势；他能将朱家户村打造
成“省级美丽乡村”，也是因为他

把“穷山沟”的劣势转化成了“绿
水青山”的优势，“绿水青山”终成

“金山银山”。
学习张继学，就要学他这种

哲学思维、辩证思维，学会转换角
度看问题。淄博是老工业城市，

“凤凰涅槃”困难重重。如果转换
角度，“老工业城市”又何尝不是
优势呢？

只盯着困难，困难会越来越
大，问题会越来越多，人早晚会被
吓倒。消极思维没有出路，积极
思考才是正确的做法。正应了那
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
困难多！

张继学，为什么“要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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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人不怕洒汗水 就地取材建设家园
想了解更多张继学的事迹，请看本报推出的章回体新闻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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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高金国

淄博小山村有了“诚信银行”搬开乡村振兴路上一块绊脚石

村民贷款三十万 积分担保就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