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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阴转小雨局部中雨，伴有雷电，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9级，24～36℃
4日，阴有中雨局部大雨转小雨，伴有雷电，南风转西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
～9级，23～30℃;
5日，晴间多云，西南风3～4级，23～35℃;

7月1日，淄博市举行“提效争先”榜样发布会，为进一步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发现榜样 学做榜样”浓厚氛围，结合
全市“三提三争”活动，本报即日起推出刘昌法、李伶、史晓静、李伟、陈骞、王大海、杜通等榜样先进事迹，他们是政治坚定、思想
过硬、作风扎实、甘于奉献的优秀党员代表，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们对党忠诚、情系群众、攻坚克难、拼搏奉献的精神品
格，在见贤思齐中砥砺初心、践行使命，踊跃争当落实市委“3510”发展目标、“强富美优”城市愿景的时代先锋。

本报即日起推出专题讲述榜样事迹

刘昌法：对土地满怀深情的“蚯蚓书记”

村里来了位“蚯蚓书记”

“我干‘第一书记’这些年，曾
经收到过上小峰村和东东峪村的
乡亲们写的两封挽留信，这是对
我工作的肯定，也让我坚定了始
终扎根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
线，把党的好政策转化为一个个
推动农村发展的好项目，让乡亲
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2023年7
月2日，刘昌法告诉记者，2012年
4月，他任职淄博市委政策研究
室农村科科长，淄博市选派“第一
书记”时，他主动请缨，担任当时
村集体收入为零的省定贫困
村——— 上小峰村的驻村“第一书
记”。

刘昌法从走访群众疾苦开
始，扑下身子与干部群众修路、打
井、建塘坝，发展乡村旅游，村集
体和村民收入大幅提高，得到了
老百姓认可，被基层干部群众亲
切地称为松穷士、啃穷根的“蚯蚓
书记”。

“生活上乡亲们给我送菜送
饭，生病时帮我上山寻药，把我当
成了自家人。我是吃着‘百家饭’
在村里工作的，乡亲们就是我的
亲人，我要用多干实事来回报他
们的关爱和信任。”刘昌法至今记
得上小峰村有位大娘叫任学美，
当时是低保贫困户，大娘得了眼
病，他到张店专门咨询了大夫，给
大娘买来了两种眼药水和一种消
炎药，把大娘的病治好了。

打那开始，任大娘就把刘昌
法当成了最亲的人，隔三差五给
刘昌法送吃的。任大娘身体不
好，刘昌法心疼老人，有空就去大
娘家里，给她揉揉肩捶捶背，说说
话解解闷儿。

离任上小峰村时，任大娘握
着刘昌法的手说：“孩子，我年纪
大了，你离得又远，不知道下次还
能不能见上面。”边说边流下了
眼泪。

刘昌法强忍泪水与大娘告别，
拐过墙角的那一瞬间，他的眼泪
流下来，心里默默叫了一声“娘”。

2021年6月1日傍晚，在外地
学习的刘昌法突然接到任大娘女
儿的电话，说老人去世了。刘昌
法心如针扎，痛哭一场，面向北方
磕了3个头给大娘送行。

牢记父亲的叮嘱

刘昌法帮扶过的4个山村
离家都比较远，交通不便，所
以很少回家。父母年事已高，
身体多病，他却总也管不上，
多是靠哥哥、妹妹和爱人照
顾，这让刘昌法总觉对老人怀
有愧疚。

“父亲知道我工作忙，从
不责怪我，还经常鼓励我好好
干。”2017年10月17日，是国
家扶贫日，刘昌法去济南参加
了扶贫工作座谈会，下午回到
张店正走访有关部门争取项
目资金，家人打来电话，说父
亲病了，让他赶紧回去。

刘昌法以为父亲像往常
一样犯了老陈病，没有十分着
急，可等他回到家，父亲已经
不在人世。没能见上父亲最
后一面，刘昌法至今痛愧不
已。“父亲曾经是党的八大代
表。我时时想起他的叮嘱：

‘你是一名扶贫干部，要听党
的话，为老百姓服好务。’”

2023年4月13日，刘昌法
退休了。

“机关干部可以退休，但
共产党员的字典里没有‘退
休’二字。作为一名党员，我
要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三
提三争’号召，继续扎根淄川
东部山区，按照淄川区委部署
扎实推进联村党建，一村带多
村，合力创建共富共美共兴共
同体，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刘昌法驻村帮扶
11年，一再留任，对农村农民
的深深眷恋，让他把群众当成
了亲人。

他一直记着父亲的那句
叮嘱：“你是一名扶贫干部，要
听党的话，为老百姓服好务。”

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
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刘昌
法获得了诸多荣誉。2021年，
他又相继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齐鲁时代楷模、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

刘昌法通过自己的行动，
兑现了“把最后的工作时间全
部奉献给农村父老乡亲”的
诺言。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李波

刘昌法在担任“第一书
记”期间，身上有“四件宝”：
便民卡、数百元、一支笔和几
张白纸。每入户，先递上一
张写有电话号码的便民卡，
可以随时联系；遇到临时窘
迫的村民，就送上一二百元，
救救急；一支笔和几张白纸，
可以随时记录各家的情况和
困难。

刘昌法不是不习惯用笔
记本来记录，他认为带着笔
记本，老百姓会见外，几张白
纸不会显得那么突兀，而且
回去之后再次誊写到笔记本

上，在回忆过程中，会再次加
深对村里情况的理解。

在上小峰村任期结束
后，村民们连夜写了一封摁
满红手印的挽留信。刘昌法
感动不已，随后选择了留任。
他协同村“两委”打造农家乐
升级版，争取中央扶贫资金
100万元，将资金额折股量
化，探索发展乡村旅游的扶
贫模式，实现了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贫困户变股东，
找到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径。
上小峰村的“资产收益扶贫
模式”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

成为各地学习借鉴的标杆。
实践结硕果，坚定了刘

昌法留在基层的信心。转战
西沙井村和石柱村时，刘昌
法都从群众急难愁盼事入
手，借势资源和政策，挖掘产
业潜力。

日复一日，扎根基层11
年间，刘昌法挨家挨户摸民
情，用这个“笨办法”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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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昌法的“四件宝”

刘昌法11年来辗转4个
山区村，5次出任“第一书
记”，从民生到产业，心甘情
愿做“蚯蚓”，在穷山僻壤间
为乡民探求乡村幸福之路。

2019年7月，已经57岁的
刘昌法，仍然选择坚守脱贫
攻坚一线，来到淄川区太河
镇东东峪村，担任“第一书
记”。从脱贫攻坚过渡到乡
村振兴，刘昌法与村干部谋
划，以山水资源、手工酿造为
底色，借助财政支持和自筹

资金打造各式民宿，实施乡
村旅游共富工程。

刘昌法和东东峪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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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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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在刘昌法与村“两委”的
带领下，如今，一朵朵“希望
之花”在东东峪村徐徐绽放。

“实干兴村，不落下一家
农户。”刘昌法第一次驻村时
的决心，在他坚持不懈的努
力下，终于成为现实。

实干兴村，不落下一家农户

“听说上级要调回刘书记，大
家都依依不舍，全体党员和村民
恳求领导将刘书记留在我们村继
续担任‘第一书记’。”这是2014年
博山区池上镇上小峰村村民挽留
信中的一句话。上小峰村是刘昌
法任职“第一书记”的第一个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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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法扎根基层，11年来辗转4个山区村，5次出任“第一书记”。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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