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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干凝聚人心 用产业带动致富
——— 记沂源县南鲁山镇北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陈丙福

文/图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张琦 蒲琳琳
沂源县南鲁山镇北流水村，有一眼流淌了600多年的老泉，北流水村因此得名。
7月9日，记者来到北流水村，老泉已被引下山，绕村流遍大街小巷。小巷里的石板路一侧，用鹅卵石铺成的水渠里，

泉水叮咚作响；踏着石板路，追逐着泉水而行，青涩的葡萄已经挂满木架；垂柳下、水渠边，三五老人扇着蒲扇谈笑风生；
池塘里，红的白的黄的睡莲亭亭而立，相互追逐的鱼儿时不时露出水面……这番宛若桃花源里的美景，引人入胜。

而此前的北流水村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曾经是“省级贫困村”，村里不仅穷而且乱，6年间换了7任党支部书记。
泉水有灵性，它目睹了北流水村的变化。这些变化还要归功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丙福。

不怕落埋怨
实干换民心

北流水村位于沂源县城北
16公里处。20年前，这是有名的
穷村乱村、老大难村，贫困人口
一度占到村民总数的47%。这
样一个“烫手山芋”，谁都不愿意
接手，曾经，在6年间，村里换了7
任党支部书记。

“当时年轻，有冲劲！”陈丙
福告诉记者，那时村里没有桥，
只是在河里摆了一些石墩子，一
下雨，石墩子淹没在水中，村民
出行非常困难。可县里镇上派
来的工作人员争取来资金修桥
时却没人出手帮忙，陈丙福带着
七八个人，帮着打桩、修桥。

那几年，“出头露面”帮村民
谋实惠的事情，陈丙福干了不
少，因为这，还被人说成“傻”。

2000年，“傻人”出人意料地
接下了“烫手山芋”，成了北流水
村的党支部书记。

村里的问题出在哪，陈丙福
心里非常明白：村级班子“软”，
党员队伍“散”，群众对村干部不
信任。

“只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我不怕得罪人，不怕落埋怨！”上
任后的“第一把火”，陈丙福就对
准了村级财务不明这个村民反
映强烈的问题。

为了啃下这块积重难返的
“硬骨头”，村党支部带领“两委”
一班人，历时1年多，集中对村内
1985年至1999年间的往来账务
进行了全面梳理，共清算个人与
集体之间的往来账务30多万元，
使14年来的“糊涂账”变成了“明
白账”，得到了党员群众一致认
可和欢迎。

也是在这一年多里，他从抓
班子、带队伍入手，坚持每周组织
召开一次“两委”成员会、每月召
开一次党员会，并提出村里大小
事务一律上会集体研究决定，自
此，村级工作开展有了“主心骨”。

为了重塑村班子的整体形
象，陈丙福又在规范管理运行上
下功夫，建立完善了集体学习、
民主决策、“三务”公开等各项规
章制度，严明工作纪律和要求，
引导村干部严格照章办事、依规
履职尽责。同时，组织“两委”成
员主动上门与党员、群众进行谈
心交心，在访民情、问民需中拉
近了村干部与党员群众之间的
距离。陈丙福整顿村班子的一
系列举措，让“两委”成员的思想
得到统一，工作作风明显转变，
党员也被重新凝聚在一起，有力
激发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和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村级各
项工作渐渐步入正轨，群众对村
班子的信任度越来越高。

随后，他又多次召开全体党
员、村民代表等会议，修订完善
了新的《村规民约》，建立落实了

村干部接待走访和村民事务代
办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及党员结
对帮扶群众等制度，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为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组织保证。

向土地要效益
增产增收增利

“当村干部想要得到群众的
认可，就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陈丙福说，这就需要增加老百姓
的收入。

北流水村属于典型的山区
村，地块分散而贫瘠，加之群众
一直延用传统的劳作模式，致使
村里空守着大片土地，却一直找
不到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解决土地种不好、收益低的
问题，成为破解经济发展瓶颈的
关键。2013年，陈丙福带领村班
子在深入分析村情的基础上，经
多方学习考察，最终决定做足做
活土地这篇“文章”，确立了“引
导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发
展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计划
以流转村民土地建设大规模种
植基地的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增加土地产出效益。

对村民来说，土地就是祖祖
辈辈留下来的“命根子”，想让群
众把手中的地“交出来”，难度可

想而知。为打消村民顾虑、帮助
转变观念，2014年，陈丙福带领
村党支部牵头创办了金飞扬农
业专业合作社，组织村干部和党
员带头将自家土地流转给合作
社，并先后召开村“两委”成员
会、村民代表会和党员大会等20
余次，发放明白纸600多份，大力
宣传有关政策，引导村民流转土
地入社。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
全村201户村民、80%的土地流
转到合作社，高标准建成了1000
亩“沂源红”矮砧苹果基地和300
亩大榛子种植基地。

在陈丙福的主导下，基地采
用标准化、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
由合作社对苗木栽植、生产管理、
储藏加工和运输销售进行统一管
理，实行宽行密植、沼液有机肥灌
溉、土壤培育改良等现代农业技
术，引进以色列水肥一体化滴灌
设备，配套建设多个沼气池，并经
常邀请市县林业、农业、果树中心
等部门的专家到基地进行技术指
导，帮助一线社员提高技术管理
水平。现代农业的发展，让基地
亩均产出大幅提高，耕地每年每
亩收入平均在6000元以上、山地
2000元以上，分别是土地流转前
的3倍和4倍以上。

看到变化、尝到甜头的村民
积极性更高了，陈丙福的信心更
足了。2017年，依托长江防护林

项目，带动发展大榛子生产基地
2000亩；2018年，陈丙福又争取
县财政扶贫资金92万元，建成了
500余平方米的大榛子深加工车
间，项目完全投产后，年可加工
大榛子1500吨，预计实现销售收
入3000万元，利润200万元。

如今，北流水村做活高锶矿
泉水文章，制定高锶农产品生产
标准及规范，发展高锶苹果、草
莓等特色农产品，打造“流水锶
乡”高锶品牌。作为“流水锶乡”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核心区域，
陈丙福积极配合镇党委流转土
地80余亩，建设草莓大棚17个，
辐射带动8个村实现村集体经济
保底分红3万元。

集体个人“捆绑”
让村民享红利

经济有了发展，如何鼓起村
集体和村民两个“钱袋子”、摘掉
头上的“穷帽子”，陈丙福又在收
益分配上动起了脑筋。

陈丙福在“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扶贫”模式成功运
营的基础上，创新实行“土地流
转租赁费+社员年底分红+合作
社打工工资”的利益分配方式，
最大限度保障村民和集体的共
同利益。按照这一方式，村民可
获得三方面的收入：合作社按耕

地每亩每年1000元、山地500元
的标准支付土地租赁费，并5年
一涨，确保村民有稳定的土地流
转收益；土地流转后的村民自动
成为社员，土地量化折股入社，
合作社每年拿出基地30%的收
益分红，其中贫困户按35%比例
分红；合作社优先招用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到基地工作，按照
市场价给予劳动报酬，即便是老
人也能在合作社找到产品加工、
包装等合适的工作岗位。另外，
基地年收益的10%归村集体经
济，60%归合作社用于基地正常
管理运营，从而使村集体和个人
利益“捆绑”在一起，有力实现双
增收、双脱贫。基地丰产后，预
计年可实现产值1100余万元、净
收入600余万元，带动就业120余
人，可实现户均年增收1.1万元，
村集体年增收100余万元。

年老体弱、缺乏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一直是陈丙福关心的重点，为
了进一步增加这类群体的收入，北
流水村实施了总投资60余万元的
桔梗加工产业扶贫项目，新建500
平方米扶贫车间，吸纳本村及周
边村120多人进行桔梗刮皮、切丝
等加工，仅此一项，贫困户人均可
增收800元。一位70多岁的老人
说：“在这里劳动，既能挣钱，还能
一起唠唠嗑，乐和乐和。”

近年来，陈丙福带领北流水
村党支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依
托，坚持从群众最期盼、最关心
的事情做起，不断解决实际问
题，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该村先后争取和投入资金
200余万元，对村里特有的矿泉
水自流井和村内水渠进行了重
新规划建设，建起5万立方米的
塘坝1座，改造深井机房1处，清
理河道、水渠300余立方，硬化农
业生产路2000余米，铺设村内石
板道路2100米，新栽绿化苗木
2000余株，安装太阳能路灯170
余盏，新建300平方米办公场所
和1000平方米文娱广场各1处，
架起900余米进山电缆，42家危
房改造户住进了“暖心房”，30余
名空巢老人搬进了村里新建的
幸福养老院……村庄面貌和环
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该村也因此
成为全镇第一个通自来水、第一
个村内街道全部硬化、第一批改
造村级办公场所、第一个发展有
机农产品基地的先进村。北流
水村先后荣获山东省旅游特色
村、市级精神文明村镇等称号，
是淄博市委书记挂包联系点，
2018年获得“山东省干事创业好
班子”荣誉称号。

如今在北流水村，“多亏有
个好书记，才能走上小康路”是
党员群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陈丙福本人，也先后获山东
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淄博市时
代先锋个人、淄博市第二届乡村
之星、沂源县劳动模范等称号，
当选为山东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陈丙福（中）
和专家一起查看
作 物 的 生 长
情况。

陈丙福（左
二）在车间内查
看桔梗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