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飞蝗”到“蚯蚓”

2012年4月，时任淄博市委
政策研究室农村科科长的刘昌
法，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驻村地点便是村集体收入
为零的省定贫困村——— 博山区
池上镇上小峰村。

从驻村开始，刘昌法就有意
识地给自己定下了几条规矩：晚
上尽量不出门，不插手村里的经
济往来，不经手公款现金，不在
村里公款请吃、吃请，不接受村
组织任何形式的补贴奖励，以变
通方式还老百姓人情，不与民争
利。他始终坚守这些规矩，确保
自己干净做人、干净做事，也为
村“两委”班子和党员群众作出
了表率。

驻上小峰村3年，刘昌法借
助派出单位的全力支持，盘活当
地绿水青山生态资源，建设了一
处山泉水加工厂，兴办起50多家

“农家乐”，为实现农民增收、村
庄富裕拓宽了路子。同时，他帮
助村里成立了山东上峰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将财政扶贫资金量
化到每个贫困户名下，作为股金
全部投入公司，使贫困户有了分
红，有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
开创了“以股份制嫁接改造乡村
旅游产业，让贫困农民当股东”
的“绿色”扶贫模式。如今，上小
峰村由昔日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变成了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万
元的全省生态文明村、省级旅游
特色村，成为全国扶贫改革试点
的典型。

2014年，当得知刘昌法两年
驻村期满要离开上小峰村时，乡
亲们都依依不舍，村里的党员和
村民代表联名给派出单位和组
织部门写信，并按下了43个红手
印，强烈要求留下“蚯蚓”书记。
刘昌法也主动要求延长驻村
一年。

“刘书记刚到我们村时，村
民们私下嘀咕：这是上面给村里

派来个‘飞蝗’，落落脚、镀镀金，
就飞走了。没想到刘书记在这
里一待就是3年，像蚯蚓一样，把
这穷乡僻壤变成了一方沃土。”
上小峰村党支部书记牛占月说。

“三字经”工作法则

2015年7月，刚结束上小峰
村任期的刘昌法又主动请缨继
续坚守扶贫一线。他被派驻博
山区石马镇西沙井村。在他的
卧室兼工作间，书桌上放着几本
工作日志，字字事关村情民意，
记录着刘昌法持久扎根基层、服
务百姓，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
业、增收致富的经验。

2016年1月，刘昌法成为淄
博市扶贫办副主任，但他并没有
就此返程，而是继续留在扶贫一
线。长期的一线坚守，刘昌法摸
索出了和父老乡亲打交道的“三

字经”：走、看、说。走，就是多往
群众家里走一走；看，就是遇到
村民生病住院或者家里有婚丧
嫁娶事宜的时候，多去看一看；
说，就是要替老百姓说公道话、
办公正事，不能回避矛盾，更不
能敷衍百姓。这样，群众自然会
信赖你、认可你、支持你。

“扶贫路”结出“致富果”

刘昌法任职“第一书记”的
第三站是沂源县石柱村。石柱
村集体收入微薄，耕地少，山林
面积大，百姓多以种植果树为
生。现实情况是，石柱村有苹果
树270亩、桃树350亩，每年苹
果、桃子成熟后，需要运下山，坑
坑洼洼的土路，把桃子都颠坏
了，村民卖不上好价钱。

经过走访调研后，刘昌法认
为修路是当务之急。他暗下决

心，一定要给村里修水泥路。说
干就干，确定修路方案、协调部
门、申报项目、筹措资金……两
年间，在派出单位和有关部门的
支持下，刘昌法先后为石柱村硬
化道路5条，总长4.4公里。石柱
村的果品口感纯正、甜度高、品
相好，再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
外地客商纷纷进村采购，果品价
格普遍比以前涨了三四倍，且供
不应求。以前这个交通闭塞、村
集体收入为零的小山村，如今村
集体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村
民的年人均收入从2000多元增
加到现在的10000多元。

通过修路，刘昌法帮村民种
出了“致富果”。同时，他还是村
民眼中的“温暖大使”。考虑到
村里的老人生活困难，刘昌法从
工作经费中列支了4800元，购买
了9600斤取暖用煤，为村里80
岁以上的老人解决了冬季供暖
问题。第二年初冬，刘昌法又将
自己的3000元奖金作为取暖补
贴，分给了老人们。

“双千万”催动“振兴梦”

2019年7月，57岁的刘昌法
选择坚守脱贫攻坚一线，进驻淄
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担任“第
一书记”。

进村的第一天下午，刘昌法
就不顾奔波劳累，开始走访村
民。从村南到村北，从村东到村
西，凡是在家的农户他都一家一
户拜访，仔仔细细地把情况记在
纸片上、铭刻在脑海里，夜深人
静的时候再结合自己的认识整
理到工作日志上。在路上，碰到
坐在路边乘凉拉呱的村民，他就
主动上前自我介绍，对他们嘘寒
问暖。遇到群众反映的急需解
决的问题，他就单独记下来，第
二天反馈给村干部或与村干部
直接到现场解决。半个月的时
间，刘昌法就把全村300多户村
民走访了一遍，把村情民意摸了

个门清。
随后，他与村“两委”研究确

立了“一点二线七项工作”的总
体发展思路：以党的建设工作为
重点，着力加强村“两委”班子和
党员队伍建设，通过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促乡村振兴；突出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帮扶工作主线，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贫困户
实现稳定脱贫，确保乡村振兴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按照“一二
七”的思路，刘昌法和村“两委”
班子研究确定了“双千万投入”
工程，即民营资本投入旅游开发
1000万元以上，争取政府财政项
目投入1000万元以上，确保七项
工作扎实推进。在刘昌法与村

“两委”的带领下，一朵朵“希望
之花”在东东峪村徐徐绽放。

“村里的几个农户合资成立
了泉乡老屋专业旅游合作社，统
一经营、统一销售、统一分配。
每月10号之前，70%的收入返给
农户，25%给合作社，村集体占
5%。”东东峪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朱全祥说。今年，刘昌法还打
算再给村里争取一笔资金，新增
10至15户民宿。不仅如此，这两
年，刘昌法还加大了村里公益设
施建设投入，先后建成了村民浴
室、村级文化大院、深水井等，明
显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

9年的驻村生活，刘昌法始
终心怀“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
辛苦入山林”的责任感，“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感，“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苦干
实干、久久为功。9年的驻村生
活，带给刘昌法的是被阳光晒得
黝黑的面庞、挂满尘土的朴素衣
裳，每次，他都是急匆匆地走着，
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是用风尘
仆仆的脚步，为百姓心头上挂念
的事而奔波，把党和国家的各项
惠民措施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
里”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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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省道德模范刘昌法是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的“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9年，曾先后担任4个村“第一书记”，挨家挨户摸民情，记
录80多万字的“驻村笔记”，为村里争取项目30个、资金1200万元，带领4个村700名贫困群众脱贫，蹚出了各具特色的奔小康之路。

第八届全省道德模范中的淄博人

刘昌法正在走访一家民宿。资料照片 刘昌法（左）看望村里的老人。 资料照片

刘昌法在走访村里的贫困户。 资料照片

他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是用风尘仆仆的脚步，为百姓心头上挂念的事而奔波……

扎根农村的“第一书记”带领4个村700名贫困群众脱贫

刘昌法：甘做“蚯蚓”犁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