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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庄村地势北高南低、环境
优 美 ， 曾 经 被 认 为 是 “ 种 地 缺
陷”的地形落差，恰好是发展乡村
特色的优势。山下是整齐划一的村
居社区，山腰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特
色民宿，山顶是生态资源和党性教
育结合的综合教育基地。山体的另
一侧，猕猴桃采摘园、灵芝种植大
棚等产业点缀其中。

如今，安家庄村成立了乡村旅
游公司，建设高端民宿项目，打造了
林中采摘、水上垂钓、田园风情、农
家体验、登山健身等休闲娱乐区，为
游客提供吃、住、游、娱一条龙服
务 。村 里 每 年 举 办 观 赏 节 、采 摘
节，还与振农电商产业园合作，搞起
了直播带货，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安
家 庄 村 在 吴 曰 胜 和 村“ 两 委 ”的
带动下，抓住“绿水青山”这一得天
独厚的优势，探索出一条以生态保
护为基调，融合乡村旅游、合作农
业、康养医疗、党性锻炼的多功能特
色发展新路。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气

神，在开垦荒山中凝聚，也在社区
建设中彰显。2010 年，村党支部
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下
决心开展旧村改造，建设高标准新
型农村社区。吴曰胜协调争取建筑
公司支持，解决了启动资金问题。为
了节省资金，吴曰胜与村民主动当
起了工地上的壮劳力，挖土方、打承
台 、搭 排 架 、扎 钢 筋 …… 为 省 成
本，他自己开着车去谈合作、选建
材，图的就是物美价廉。最终，12 栋
整齐划一的居民楼拔地而起，道路
铺上柏油沥青，村广场安上健身器
材，安家庄村人“告别土坯房，挪出
穷窝窝”的愿望成为现实。

在安家庄村，“咬定目标、苦
干实干、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
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在吴曰胜身上
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以奋斗描绘
人 生 底 色 ， 以 实 干 彰 显 肩 上 担
当，正如吴曰胜说的那样，“既然
选择了就坚持下去，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吃点苦受点累算不了什
么。”

泰山区省庄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吴曰胜——

挑起山村致富的“金扁担”
初冬清晨，泰山区省庄镇安家

庄村笼罩在一层朦胧的薄雾里。5时
30分，安家庄村村委会二楼东头的
办公室准时亮起灯光，59岁的村党
支部书记吴曰胜坐在办公桌后，开

始盘算一天的工作。“上山盯项目施工进度”“到市里跑项目规划”“清算
前三季旅游数据”……大大小小的事情，填满了吴曰胜一天的行程。钥
匙“哗啦”一响，办公室门“砰”一关，吴曰胜钻进楼下停着的那辆沾
着泥渍的黑色汽车，开始了一天的奔波忙碌。

山坳两侧的层层梯田线条蜿蜒、错落有致，12栋整齐的楼房掩映在
青山绿水之间，一条环山公路宛如玉带，串联起安家庄村发展的新面
貌。乡村振兴就像一条“金扁担”，一头挑着绿水青山，一头挑着金山银
山。在安家庄村，吴曰胜便是挑起乡村振兴这副“金扁担”的人。在他
带领干部群众近二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下，村民住进了干净美观的社
区居民楼，村集体收入在2020年突破了300万元，曾经贫瘠的小山村
焕发生机，绽放出夺目光彩。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秦浩

舍下苗木生意当村支书，一家富不如全村富

11 月 22 日上午，天空飘着蒙
蒙细雨，安家庄村后山的养心湖里
泛起一圈圈涟漪。养心湖旁，新增
民宿建设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风雨
无阻、四季不变，每天到山上逛一
圈，看看项目进度，分配下任务，这
是吴曰胜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近二十
年以来养成的习惯。2014 年，村
里老书记退休，没人愿意站出来“接
班”。当时的安家庄村只有600多口
人，村集体收入只靠土地承包租
赁，一年不足 5000 元，还有 18 万
元的负债。有人想到吴曰胜，希望
他来“接班”，“他能力强，有头
脑，肯定能干好。”安家庄村人对
他有很高的期望。

但也有人提出顾虑，“吴曰胜
会来村任党支部书记吗？”这种担
忧不无道理。当时，吴曰胜的苗木
事业已经初见成效，生意蒸蒸日
上，市场已扩大到济南、临沂等

地，月平均收入达万元以上。而村
党支部书记工资微薄不说，事情
多、操心大，干不好还有被村民“戳
脊梁骨”的风险，没人愿意接这个担
子。起初，吴曰胜并没有答应这件
事，但架不住镇村两级干部天天上
门做工作，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不
服输的性格，他内心动摇了。

“自己一家富有什么用，把全
村 带 富 起 来 ， 那 才 叫 真 正 有 本
事！”吴曰胜心里憋着一股劲，决
定凭自己的力量，让村里变个模
样。随后，他把家里的生意交付给
弟 弟 打 理 ， 自 己 则 一 头 扎 进 了
村“两委”班子的工作中。

当时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曰胜的
做法，其中反对最激烈的莫过于他
的 爱 人 。“ 那 时 候 回 家 就 给 冷 脸
看，天天吵、埋怨。”吴曰胜说，“我心
里清楚，这件事做成了，就是给家乡
父老造福，这是对的选择。”

咬紧牙关拓荒开路，小山村焕发新生机

接过担子后，吴曰胜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清账”。他带领班子花
了两个月的时间，把村集体与村民
之间的土地账目算清楚，根据村民
家里人口变动重新划分土地，该增
的增，该收的收。他还把村里一些
闲散的自留地汇拢起来，“我们前
前后后共收了十几亩地，并招标承
包出去，让村集体收获‘第一桶
金’。”吴曰胜说。“第一桶金”的
到账，让安家庄村顺利还清了负
债，甚至还有了富余。吴曰胜看着
所剩不多的资金，决定让这笔钱成
为安家庄村发展项目的“启动金”。

村子富，要有产业撑。吴曰胜
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发挥自身所
长，带着全村走苗木种植的发展路
子。起初，不少村民没资金、没经
验，吴曰胜便拿出做生意积攒的几
十万资金帮助村民购买苗木，并把
多 年 积 累 的 种 植 经 验 、 管 理 理
念、销售渠道倾囊相授。安家庄村
山地面积近 60 公顷。随着苗木产
业不断发展，种植苗木的土地越来

越稀缺。吴曰胜在一次南方学习考
察 回 来 后 ， 提 出 一 个 大 胆 的 想
法：开山造田。

头上是烈日，脚下是荒山，吴
曰胜凭着一双粗糙的大手，扛着锄
头铁锨，带着全村男女老少，在杂
草丛生的山地上，造出了 13 余公
顷 壮 美 的 梯 田 。 据 吴 曰 胜 回
忆，2017年8月，后山上的梯田白
天 刚 铺 上 土 层 ， 晚 上 就 下 了 大
雨，全村人连夜披着雨具冒雨上山
引水，一夜没下山，一宿没合眼。虽
然保住了部分梯田，但刚铺好的土
层还是被大雨冲得“一塌糊涂”。吴
曰胜心疼不已，“但梯田还得修！”吴
曰胜没有被小小的“天灾”击倒，而
是带着乡亲们分析原因，研究对
策，最后修成了稳固安全的梯田。

不仅如此，他们还垒砌了一条
自山顶到山下的沟渠，建成了3 个
塘坝，彻底解决了苗木灌溉用水难
的问题，更有效避免了雨水对山地
的冲刷，有效保护了土地、涵养了
水源。

绞尽脑汁谋发展，“好出路”带来“好日子”

吴曰胜采摘灵芝。 资料图

泰山区省庄镇安家庄村灵芝种植基地。 资料图

泰山区省庄镇安家庄村。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