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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为了乡亲们的期盼和心底
那份对家乡的情愫，周维德放弃了黄
骅市区的生活，回到官庄乡西桥村，
带领乡亲们开启了艰辛的致富路。4年
过去了，看着现在绿树环绕干净整洁
的村庄，周维德满脸欣慰又充满期
待：“我相信西桥未来会更美丽！”

“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2018年，周维德当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兼主任，他说那时的自己是“白
纸一张”。

他 1996年参军入伍，1998年参加
嫩江抗洪抢险，同年入党，1999年退
伍后在天津就业，从普通工人做到技
术总监。2012年底回到黄骅，不久成
立公司，在电子高低压配电行业干得
风生水起。也就是从这时起，作为

“乡贤”，他开始多次为家乡公益事业
捐款。

西桥与东姜桥隔路相望。 2016
年，东姜桥村搭上“美丽乡村”建设
的快车，整个村庄焕然一新。可西桥
只修了一条路，排水依然困难，道路
坑洼难行。这可把西桥老百姓羡慕坏
了，大家都盼着来个能人，来场蝶变。

大家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周维
德。周维德也早想为家乡多做点事。
那时，村里环境脏乱差，村风还不团
结。有人劝他别接这个烫手山芋，他
说：“从小喝的是西桥水，哪能不管西
桥的事？”勇挑重担的军人本色，让他
义无反顾回到家乡。

上任后第一件事，是自己掏 1万
元，把村委会门前的沼泽地，建成了
小广场。2019年，他争取到 14万元的
项目资金，又自掏腰包6万元，彻底解
决了村里的“老大难”排水问题。

直播带货代言农产品

捷地减河沿西桥村而过，村民们

祖祖辈辈以种植果蔬为生。借助大力
扶持现代农业产业的契机，周维德上
任后，村集体种植了 40 多亩的采摘
园，栽种了黄瓜、西红柿、甜瓜等绿
色无公害蔬果，深受市场欢迎。

2020年采摘期，正赶上疫情防控
期间，产品销路不畅。周维德想到，
能不能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推销西
桥村的农产品？说干就干，他先去请
教当地网红，又请来直播团队进行技
术支持，直播时，还和网红连麦 PK，
增加热度。

6月 13日，周维德的直播带货开
始了。他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来不少
粉丝：“盐碱地里都是宝，瓜甜柿酸营
养高。咱西桥村的村民，世代都是种
植蔬菜瓜果的能手，来我们采摘园摘
新鲜果蔬准没错……”

借助网络直播，西桥村的农产品
打开了新销路。

如今，采摘园之外，他们正着手打
造村里的坑塘，未来这里可钓鱼游玩，
给大家创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他是真的为乡亲们好”

自从担任村支书后，周维德几乎
每年都捐资为村里、为社会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2018年，捐资 1万元硬

化了村小广场；2019年，为顺利完成
村排水设施建设，又自掏腰包 6 万
元；2020年，为村疫情防控值守卡点
捐赠 300个 N95口罩、5000个医用口
罩，为黄骅市爱心协会捐赠 2 万多
元，帮扶 70多个贫困户；2021年，为
镇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捐赠 24 台饮水
机，帮助村里条件不好的家庭申请光
伏发电项目，为他们带来两三千元的
年收益……

“当兵就得讲奉献，退役了还得像
个兵。”周维德说，这就是自己奉献家
乡的动力。

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拆迁拆违
修路时，在不少村里出现的阻工现
象，西桥村没有，老百姓知道，他是
真心为乡亲们好，真心为村里好。

在他的影响带动下，西桥村的排
水畅了，道路通了，坑塘边种上的树
木绿了，闹矛盾纠纷的、打架斗殴的
少了，村风也越来越和谐。可他觉得
还远远不够，他期待着西桥能有更大
的改变。

主人公心语：
我虽然兵龄短，

可当兵的精神忘不
了。把这种精神带
到 村 支 书 的 岗 位
上，就是做人做事
的格局。没有这种
格局，就没办法带
领乡亲们走上致富
路。

运河东岸，建华街上，一处
不起眼的院落，主人张英林、张
兆林兄弟俩正在门前和老邻居攀
谈。如果不是走进院子，很难相
信，这是一处曾有五进院落的百
年老宅。

张英林边带路边介绍：“爷
爷张馨亭在西北做职业经理人，
赚了一些钱。清宣统元年，爷爷
重建了这处院子。从当时来看，
建设标准比较高，所用的砖、
木、石、瓦等材料，都是上好
的，历经百年，遭遇兵燹，都没
有损坏。”

古宅门前贴着春联：“四时
美景从今始，白雪红梅迎福
来”。张英林说，这处老宅能保
存下来，要归功于爷爷的智慧。
日本鬼子侵入沧州后，烧杀抢
劫，侵占了很多民宅。当时，张
馨亭在门外筑了一堵墙，用泥加
麦秸涂在墙上，不知道的人走到
这里，都认为是一堵墙，想不到
里面还别有洞天。8年抗战，尽
管日本人的军营就在附近，张家
院的秘密却一直没有被发现。张
家人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

张英林打开门锁，推开双门
的刹那，我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了：迎面一座纯木质结构的门
楼，上面雕梁画栋，两边刻的是
荷花、莲叶，中间是葫芦花纹，
雕工精美。张英林说，门楼上有
正门，平时家人出入，都走门楼
两边的甬道，只有从运河挑水进
门时，才打开正门。

大门与门楼中间的门洞并不

宽敞，放着过去人们常用的洗脸
架、脸盆、肥皂、毛巾等物。

张英林介绍，老宅共10间正
房，一间厢房，连房带院 280平
方米。走进正房，张英林指着屋
顶说：“看，这是标准的四梁八
柱的房子，大梁是柏木的。我看
过沧曲书舍，那里的结构和我们
的老宅差不多。”

房与房之间，以特级红松制
作的板墙相隔。板墙历经百年，
依然如故。走进其中一间卧室，
土炕上摆着 1只老木箱、1只旧
皮箱。张兆林说，这是奶奶和母
亲的陪嫁。

曾经的一切，已随岁月雨打
风吹去，斜阳草树中，这座老
宅，似乎还保留着百年前的气
息。

青砖灰瓦，四梁八柱，红色
的木质门楼，院子里疯长的花草
树木。房子角落里，放着的木榔
头，那是清明节砸烧纸的；窗户
外还有一层雨挡，那是怕雨水淋
湿纸糊的窗户而特意安装的，白
铁质地，德国货。

弟弟张兆林特意登上梯子，
从厢房房顶揭下几块瓦来。房顶
不同部位的瓦，雕饰也各有不
同。有祥云，有花纹，更多的是
没有雕饰过的灰瓦，在蓝天白云
间泛着清幽的光。

古宅还有两个红色故事。一
和青沧战役有关。这里离沧州古
城西门不远。1947年 6月，青沧
战役前夕，解放军部队曾在这里
居住。登城的云梯，就放在门洞

里。他们从城墙西北角攻进沧
州，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取得
攻城首功的战士们。那时，英
林、兆林的母亲给解放军战士烧
水、做饭，一家人和战士们结下
了很深的鱼水情。

二和抗美援朝有关。抗美援
朝前夕，先后几批即将奔赴前线
的战士，都曾借住在他家。其中
有个叫王景信的，大家都称他

“参谋”，住在他家西头的一间房
子里。那时，张英林 2岁。听老
人讲，工作之余，王景信常常哄
他玩乐。上世纪60年代，还曾有
部队干部来沧公干时，看望过他
的父亲母亲。其中就有王景信，
那时他已在海军政治部任职。

从爷爷张馨亭算起，这里住
过张家四代人。英林、兆林的儿
女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住
在这里时不觉什么，后来搬进楼
房离开了，反而会牵挂。兆林和
妻子每周都到老宅来浇花浇树、
打扫卫生。今年春天，他们吃面
条，特意来摘老宅的香椿。随着
拆迁脚步的临近，不知道是否还
能吃上明年的香椿。

香椿、花草树木们不管这
些，还在恣意生长着，让这个百
年老宅平添几分生气。

而建华街的老人们说，类似
的保存完好的老民居，这一片还
不只这一栋。

路通了，村绿了，流转后的土地
盘活了，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日子
好了，笑容多了……

河间市北石槽乡恒道村，这个冀
中的普通村庄，因为一个年轻的“老
支书”，变得活力四射。砖厂复耕，他
苦口婆心，历时2年；修通道路，他不
畏艰难，毅然担责；土地流转，他自
担损失，尽心尽力……

他就是恒道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
李僧树，河间市第八届人大代表、
2021 年度“河北省千名优秀退役军
人”。坚毅的脸庞，魁梧的身材，一身
迷彩服，40岁的李僧树身上，依然有
着浓浓的军人气质。

见不得家乡不好，他回来了

李僧树 2001年参军入伍，担任过
新兵副班长、连部通讯员、连部文
书、重机班班长，多次受嘉奖、两次
被评为优秀士兵。2003年退役后，他
投身商海，一干就是11年。

这期间，每次回老家，他总感
到难过：外边的村子一年一变样，
自己的家乡却还是原来的面貌。年
轻人外出打工，不少耕地撂了荒。
村路又窄又难走，秋后，路两侧长
满半人高的荒草，剐蹭他的车，也
刺痛他的心。

所以，当村镇干部找到他，想让
他回乡任职时，他义无反顾地答应下
来，尽管家人全都反对。

他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村子各
项建设都没起步，且正赶上村里的砖
厂要复耕，老百姓不理解复耕政策，
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那一年，他
32岁，是当时河间最年轻的村党支部
书记。很多村民怀疑他的能力：“这小
屁孩儿能干得了？”

李僧树的倔劲儿上来了：非得把
这事办好！他绞尽脑汁想办法，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脉，挨家挨户走访、做
工作……一着急上火，他的嗓子就嘶
哑。整整两年，他就用嘶哑的嗓子一
户户地做工作、讲政策……与此同
时，拆迁拆违、筹资修路、建村“两
委”办公室……诸多工作也在逐步推
进中。

两年的努力，最终换来复耕工程

的顺利竣工。砖厂复耕后，为国家争
取到 187亩良田，政府的任务完成了，
乡亲们满意了，他露出久违的笑容。

成立合作社，让土地生金

李僧树回村之初，村中大面积土地
处于闲置状态。跟村里老人一唠嗑，他
了解到，男劳力大多外出务工，村里只
有留守的妇女、老人、儿童，人们每年
只种一茬玉米，还靠天吃饭。

怎么解决土地撂荒、以及留守人
员和低收入人群就业的问题？李僧树
决定流转土地，让土地生金。

2014年 10月，他成立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先期流转土地400亩，种
上苹果、梨、桃等果树。

李僧树的父亲是医生，家庭条件
不错，他从小没种过地。看他流转土
地搞种植，乡亲们觉得不可思议。果
园虽然解决了乡亲们的就业问题，但
年终算账，5年赔了 600多万元。李僧
树痛下狠心：砍掉所有果树，改种农
作物。

那片果林寄予了他太多的梦想与
希望。砍伐前，他走进果林，做最后
的告别。眼里含着泪，他发誓：一定
要让这片土地重现生机！

改种小麦、玉米后，合作社扭亏
为盈，利润逐年增长。曾经快“散
伙”的股东们，又聚在了一起。一位
股东说：“咱合作社走到今天，换了别
人，早拍屁股走人了。也就李僧树，
坚持到现在，值得信任！”

截至目前，村里流转土地 1600余
亩，乡亲们不仅有了流转土地费，还

能在家门口就业，日子越过越好。
2021年，引进河北羊总管养殖有限公
司，采用“公司+农户”的方式发展养
殖业，土地真的生金了。

“网格化”管理助力疫情防控

今年初，面对疫情，在全员核酸
检测中，李僧树从当兵的经验中，创
造性地提出了“网格化”管理办法：
他自任总网格长，其他班子成员为网
格长，分设 14个小网格，小网格中设
2名网格员，各网格员以党员志愿者、
退役军人志愿者为主，直接面对群
众，整个村实现了“人在网中走、事
在格中办”。

为了避免核酸检测中出现人员聚
集情况，也避免村民因等待时间太长
而造成焦虑心理，李僧树带领网格员
分时段通知乡亲们。每次核酸检测，
恒道村都井然有序、名列前茅。97岁
老党员李志信坚决不要“特权”，坚持
排队做核酸的故事，被新华社、《人民
日报》 等报道后，网友们称老人为

“中国好大爷”。
李僧树有个特点：无论干什么，

都有股“犟”劲，爱较真。砖厂复耕
如此，修路拆违也如此。面对一次次
艰难险阻，他就一个信念：跑断腿也
要把事办成。

“付出需要精神，也需要能力。我
愿意为家乡竭尽所能。”走在宽敞整洁
的村路上，李僧树说，下一步，准备
成立村集体合作社，壮大村集体力
量，这也是他最大的梦想，“哪怕遇到
再大困难，我也乐意！”

主人公心语：
农业大有可

为，农村大有可
为！付出需要精
神 ， 也 需 要 能
力。我愿意为家
乡竭尽所能，哪
怕 遇 到 再 大 困
难，我也乐意！

河间河间““兵支书兵支书””擂台赛上擂台赛上，，李僧树侃侃而谈李僧树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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