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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村里的幸福日子
——河北省滦平县周台子村驻村手记之一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李思尧

近日，本报记者杨俊峰、李思
尧，前往河北省滦平县张百湾镇周台
子村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驻村学习教育
和实践锻炼活动。

周台子村是河北省的乡村振兴模
范村，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

位”“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敬老模范
村”“全国幸福村庄”等荣誉。村党委
书记范振喜先后当选党的十六、十
七、十八、十九大代表以及第十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此外，范振喜还被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最美

退役军人”等许多国家级荣誉称号。
半个月的驻村采访经历收获很大，

故事很多。本报记者以驻村手记的形
式，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带着读者朋
友走进周台子村，深入了解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进程中一个普通中国村庄的
发展故事。

“这里真的是农村吗？”
驻村第一天，刚到村里的我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到了。
放眼望去，古色古香的牌坊静静伫立在村口，周台子

村四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干净整洁的南北双向四车道从村口的跨河大桥一路延

伸到村内，现代化的农业大棚分列道路两旁，鳞次栉比，
井井有条。

秀丽雅致的广场、如诗如画的公园、古香古色的长
廊、整齐划一的楼房、人来人往的商业街、窗明几净的

小学、科技感“拉满”的人才培训中心……与印象中的
山区农村不同，周台子村触目可见的繁荣甚至

给我们一种错觉——这里不是农村，而是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社区。

“很多第一次来村里的朋友
和你们一样，都觉得这里更

像是城市。”周台子村党
委副书记薛俊如笑着

对我们说，“咱们

周台子村1991年脱贫，现在是年产值4亿多元、集体可支
配收入 20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 3.1万元的富裕、文明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村里人才培训基地的宿舍安顿好行李后，我们便迫
不及待地拿起采访设备出门探访。

时值傍晚，村里的文化广场传来阵阵歌声：“自己的
人生，自己来选择，怎么舒服和自在，咱就怎么活。”

被歌声吸引，我们走上文化广场，碰到一群乐呵呵跳
着广场舞的大姐。领舞的人叫杨艳菊，是周台子村的妇联
主席。看到我们走过去，她主动迎上来打招呼：“小伙子
们，看你们面生，是外面来的吧。”

“是啊大姐，我们是人民日报记者，是来咱们村驻村
锻炼的。”

听到我们是人民日报记者，大姐们瞬间来了精神，丢

下跳了一半的舞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
说个不停。

从杨艳菊大姐等人口中，我们了解到周台
子村的概况。周台子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行政
村，滦河从村口流过，村域面积 11.9 平方公里，耕地
2200多亩，其中山地 1000亩，河川平地 1200亩。全村
7个居民组，共715户约2300口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

“这个文化广场是 2006 年建成的，”杨大姐对我们
说，“每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跳舞，也有孩子在这玩
滑板和骑单车。现在日子好起来了，天天都跟过年似的，
和城里没什么差别。”

告别了杨大姐，我们沿着村主干道一路走去。天黑
了，挂着太阳能板的路灯次第亮起，街道两旁商店的招牌
也闪烁起了五颜六色的灯光，“冒尖”商店、“‘翅’咤风
云”烧烤店等招牌在夜空下格外醒目。

望着眼前灯火通明的街景，我们不禁好奇，作为一个
“两山夹一沟”的山区农村，周台子村是靠什么脱贫致富
的？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抓手，我们的驻村调研实践
工作正式开了头。

3月20日

如今“天天都跟过年似的”

3月20日

如今“天天都跟过年似的”

3月21—22日

以前“外村的姑娘都不愿
意嫁给周台子村的小伙”

3月23—24日
“村民生活幸不幸福，要看村里

老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判断一个村子发展得好不
好，村民生活幸不幸福，要看村里

老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张百湾镇党
委书记孙长庆说。

因此，在驻村第4天，我们探访了周
台子村的养老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养老

公寓”），并在里面认识了一位以“拉风”闻
名的85岁大爷——范德勇。

说他“拉风”，是因为在其他老人口中，范大
爷有两个爱好：一是骑着摩托去种地，二是在家里
喝进口咖啡。

走进范大爷家，他一边招呼我们落座，一边给
我们泡了两杯咖啡。

“尝尝，味道纯正着呢！”范德勇乐呵呵地说。
“在俺们村养老，针鼻儿大的愁都没有。”说起自己

的晚年生活，范德勇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村里70岁以
上的老人都住上了老年公寓，吃穿用住都不花钱，每个
月村里还给发‘零花钱’，日子好过得不得了！”

如何让村民老有所养？
周台子村给出的答案是集中养老。
2009 年初，范振喜召集村委会开会决定，在村

里地段最好的地方，为老人们盖一座养老公寓。
养老公寓是一栋 6 层楼房，建筑面积 6500 平方

米，内有餐厅、医疗室、娱乐室、值班室和一部医
用电梯，于 2010年 4月竣工。楼里有 45平方米寓所
82间，统一配备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有专门的
服务人员负责清洗衣物、打扫卫生、照顾起居，村
里老人只要年满70周岁都可以免费入住。

“屋里有厨房，锅碗瓢盆啥都不用带，我们当时
到了这就可以生火做饭了，水电都不用自己花钱。”
与范德勇同住一层楼的84岁大娘闫淑琴说，“集中养
老，不仅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问题，减轻了儿
女们的家庭负担，还解决了老人和孩子相处的家庭
矛盾。现在我住在这里，孩子们隔三差五就给我带
好吃的，可孝顺哩！”

不仅是住房，在周台子村，老人的生活费也由
村集体承担。

上世纪90年代初，周台子村村委会决定给村里
的老人每人每月发2元钱生活补助。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2元钱也逐渐增加到了50元、100元，如今
已达到 500 元。每逢“四节”（端午、重阳、中
秋、春节），村里还会给老人们买衣服、订蛋
糕、发放米面油，请全村的老年人吃大餐。

“100岁的每月能领1000元钱呢！楼下的宫
殿信今年102岁了，百岁生日那天，范书记给他
买了拐杖、订了生日蛋糕，还发他 1 万元钱。
有这样的好书记，比养儿子都强！”范德勇说，

“旁村的老年人都可羡慕俺们哩！”
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6年前，69岁的宋秀珍大娘，从邻村嫁

给了范德勇，从此在周台子村里过上了有
依有靠饭香被暖的幸福生活。

“我到这儿就住楼房了，也不用生
炉子也不用烧炕，冬天有暖气，夏天
有空调，日子可美了！”拉着范大爷
的手，宋大娘乐呵呵地说，“小时
候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
的生活幸福到了天上。”

3月25日

法官为留守儿童送去关爱和守护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围绕周台子村
的脱贫“秘诀”展开了实地调研。

从村史馆到蔬菜大棚，再到滦河边的田
间地头，在走遍了村子的大小角落，走访了
数位村民以及查阅了相关资料之后，我们对
问题的答案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一个好时代、一位“拼命”的书记、一
个正确的决策、一群踏实肯干的村民，这就
是周台子村改变命运的“秘诀”。

37年前的周台子村是一个欠着 8万多元
外债，“集体穷、民心散、村子乱”的特困
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400 元。村部仅有 5 间
旧房子，其中 3 间租给原国营铁矿的家属，
余下的两间房里仅有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
把散了架的椅子、一部没有摇把子的电话，
村里人戏称“三个一”，这就是周台子村村
部的全部家当。

老村民薛东林对我们说：“那时候，外
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周台子村的小伙。”

转折发生在1987年。那一年，刚刚退伍
回来的25岁小伙范振喜当选为周台子村村党
支部书记。

“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年
轻的村党支部书记范振喜撂下了狠话。上任
后，他组建了新的“两委”（村党支部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 班子，确立了“固农、强
工、兴三产、促文明”的发展思路，并把重
点放在发展集体经济上。

“只有集体有了经济实力，才能为老百姓
办实事，才能凝聚人心，党支部才能站住
脚，有威信。”范振喜说。

收矿点，是周台子村富起来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80年代初，周台子村域内虽然有

一些零散的矿点，但大多是谁占谁开采，集
体一分钱也得不着。其中，最大一个矿点是
由范振喜的二哥范振礼开采。

要想把矿点都收归集体，就必须先得自
己带个好头。范振喜一次次找二哥做工作：

“二哥啊，我心里明白，你开这个矿是咱们全
家人的福气，可是为了周台子村这个‘大
家’能好起来，咱就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小
家’。二哥，大伙选我当书记，我不能辜负他
们的信任啊！”

最终，范振喜“逼着”二哥交出了矿
点，使村集体收入一下多了七八万元。

开弓没有回头箭，随后，范振喜带着干
部理顺了其他几个矿点，重新签订了管理合
同，村集体当年收入达到10万元。

局面打开了，人心收拢了。乡亲们都对
范振喜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年轻支书满身都
是正气。”

一鼓作气，范振喜开始
带领村干部走家串户清理陈欠款、治理乱砍滥
伐。他还筹集资金，改善村里的基础条件和道
路状况，带动了运输、矿产开发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改造小学危房，翻盖了标准化教室，购置了
教学设备……

周台子村就这么一天天好了起来。
日渐壮大的集体经济让周台子村的发展

起飞了。从 2002年起，周台子村完全依靠自
己的力量，边挣钱、边改造、边建设，投入近 5
亿元，用了10年时间，把七沟八岔分散在7个
自然村的680多户居民全部集中到了中心村，
让全村人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漂亮的
新民居没有一根烟囱，全部采用低碳环保的
水源热泵供热。清洁的煤气代替了烟熏火燎
的炉灶，乡亲们冬天可以在暖融融的房间里
生活了，心里美极了。

说起自己的村庄，村民魏长江的脸上写
满了骄傲：“以前我们特羡慕城里的生活，
现在让我去，我也不去了！在村里我们也能
住楼房，还有山清水秀的好环境。”

37年如一日，对于范振喜而言，让周台子
村富起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始终是自己
无法割舍的责任和使命。在周台子村的村史
馆中，陈列着范振喜早年写的一篇日记。日
记中，范振喜用工整有力的楷书写着：“我们有
决心、有信心、有能力，以最短的年限尽快让周
台子村率先富裕起来。”

3月 25日，结束了周台子村第一周的采访，我们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滦平县长山峪镇碾子沟村的“童伴
之家”旁听了一场特殊的法制安全教育课——听课的
孩子们是包括周台子村在内的附近村里的留守儿童，
而讲课的老师则是当地的法官。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法官，是保护你们成长的
人，我想问问各位小朋友，你们是否知道应该如何保
护自己呢？”

在现场，滦平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路子亮在向孩
子们讲解如何防拐骗，遇到陌生人如何保护自己等
知识。

“童伴之家”是中国乡村振兴基金会“童伴妈
妈”项目的基础设施部分。“童伴妈妈”项目是中国
乡村振兴基金会在农村通过建立“一个人，一个家，
一条纽带”模式组织实施的援助项目。落地该项目的
乡村会在当地成立一个“童伴之家”，并从村里聘请一
位有儿童教育经验、性格温和的妇女担任“童伴妈
妈”。“童伴妈妈”负责给留守孩子分发学习、生活用
品，照顾辖区内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的日常学习和寒暑假期间生活。

法制安全教育课的现场气氛很热烈，孩子们举着

印有支持和反对字样的牌子，与法官老师进行互动。
“你们觉得是不是长相不好的人都是坏人呢？”
“不是！因为人不可貌相！”
“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忽然有人敲门，你应该怎么

做呢？”
“把电视声音开大，然后装作家里有大人的样子！”
问答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围在路法官身边热切地

讨论着。课后，路法官还给孩子们布置了闯关小任务
并发放了奖品。

“我答对了3个问题，是第一个得到奖品的！”“今
天学到了好多知识，我将来也要当一名法官！”孩子们
天真烂漫的童言令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这堂普法课，是由共青团滦平县委、滦平县人民
法院共同举行的法制宣传活动。当日，滦平县人民法
院联合共青团滦平县委共同启动了“童伴法官”计划。

“我们致力于通过这样的活动，提高留守儿童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共青团滦平县委书记田东超说，
“当看到真正的法官站在自己面前讲课时，孩子们对法
律的认识和感受会更深刻。”

“在承德中院‘一校一法官’工作机制下，滦平
县法院实现了全县 36 所学校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在
入校普法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留守儿童这个特殊
群体，于是结合‘童伴之家’项目，变身‘童伴法
官’，为留守儿童送去关爱和守护。”滦平县法院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赵一对我们说，“近年来，滦平县
法院为进一步满足基层治理需求、营造县域法治氛
围，在承德中院‘一村一法官、一社区一法官、一
校一法官’‘三个一’工作机制下，不断探索创
新基层法院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新路径，通过
积极打造特色品牌法官工作室 （站），培树
县域调解员以及深入开展基层普法活
动，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为乡村
振 兴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司 法 服 务 保
障，不断增强辖区百姓的司法
获得感，让孩子们在每一
次普法中感受到司法的
光辉与温暖。”

▶▶上世纪上世纪 8080 年代周台年代周台
子村住宅状况子村住宅状况。。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周台子村村史馆陈列的 37 年前村
部的全部家当——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一部电话。 曲 明摄

▼▼如今在空中俯瞰周台子如今在空中俯瞰周台子
村居民住宅楼村居民住宅楼。。

▲▲滦平县第一滦平县第一
小 学小 学 ““ 小 小 通 讯小 小 通 讯
员员 ”” 采 访 范 振 喜采 访 范 振 喜

（（右一右一）。）。

▼▼范德勇和老伴范德勇和老伴
儿接受记者采访儿接受记者采访。。

（（本文照片除署本文照片除署
名外名外，，均为本报记者均为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杨俊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