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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上午，仙台镇草寺杨村党支部

书记冯付成正与村“三委”干部商量 130 多

亩土地种植什么农作物。这 130 多亩集体

土地是刚刚收回的，此前被部分村民占用

多年。“这多亏了虎书记，他让俺多年没敢

实现的愿望实现了，俺村集体经济发展有

奔头了，村民们也对我们另眼相看了。”冯

付成感慨地说。

冯付成说的虎书记，是该镇党委书记

虎永福。针对在县纪委开展村级巡查过

程中，许多村民反映的村集体土地被违规

长期占用问题，虎永福带领全镇党员干

部，在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掀

起了一场集中收回被长期违规占用的村

集体土地的行动。“时间最长的占用了 30

多年，虎书记一场‘风暴’把最难啃的硬骨

头也攻坚下来了。”冯付成说。

3天集中强制收回土地87亩

5 月 25 日至 27 日，该镇开展村集体集

中强制收回被违规占用土地行动。该镇

50 多名机关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县委政法

委给予大力支持，还组织了 4 台收割机对

违规占地上的麦子进行集中收割。

集 中 收 割 是 收 回 土 地 行 动 的 高 潮 。

其实，拔“钉子户”的行动早已拉开序幕。

4 月，仙台镇开始部署收回被违规占

用的集体土地。“正好麦收后，不耽误村集

体布局产业。”虎永福说，他们首先在全镇

机关召开动员会，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然

后向村里吹风鼓劲。

“我都没有做成，你们能做成吗？”韩

庄寺村党支部书记韩福铭初次听说要收

地的时候，忍不住反问道。该村有 2000 多

口人，是仙台镇 51个村子中的大村。

“虎书记话语坚定，镇干部一次次来

开会，我们心里尽管忐忑，但还是有了信

心。”韩福铭说，他知道，村民一直有意见，

曾有人一次次向上反映，但是最终没能解

决，于是村民们失望了，把怨忿种到了心

里头，“所以，我们在村民面前说话办事都

觉得没底气。”

村干部通过大喇叭开展归地宣传，并

一次次上门做相关村民的思想工作。镇

干部到村里督导，一起入户走访，在宣传

收回土地发展村集体利益共享理念的同

时，又宣示此次收回土地的决心。

该村违规占地的村民有 90 多户，其中

最多的两户共占 55 亩。经过不懈努力，绝

大多数村民签订了承诺书，答应麦子收割

后还地于集体。

在韩福铭等村干部的手机里，都存着

5 月 25 日行动前最后一次动员会的现场视

频。虎永福带着镇里多名干部，村“三委”

干部围坐着，村民代表旁听。

动员会前两项是读党章和重温入党

誓词，再就是虎永福等镇领导表决心，坚

决收回被久占的村集体土地。村“三委”

干部当场表态，自己及亲戚率先退地，部

分占地的村民也向虎书记表态，他们也愿

意退地。然而，仍有极少数村民拒绝退

地，甚至以种种理由回避。共占用 55 亩土

地的那两户，就是最坚硬的“钉子户”。

5 月 25 日上午，该镇全体干部、派出所

民警等近百名人员出现在两户“钉子户”的

麦田里，4 台收割机很快将麦子集中收割，

村民拍手称快，土地随之强制收归集体。

第二天、第三天，同样的场景又在草

寺杨、火山铺和刘建庄村上演，共收缴土

地 87亩。

虎永福将行动过程拍成视频和照片

发到了朋友圈，留言、点赞的竟有 200 多

人。他还发到了叶县政务微信群，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叶县县委书记古松，县长

徐延杰为其点赞，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田

红霞提出，推广学习仙台做法，各乡镇同

行赞声不绝。

收回集体土地相当于挽回
一个村

“收回集体土地相当于挽回一个村。”

虎永福说，他之所以硬起手腕收回土地，

缘于县纪委开展的村级巡查。

村级巡查中，村民反映最多的就是集

体土地被长期违规占用，多了许多糊涂

账，村民觉得有失公平。“这让我意识到了

事态的严重性。”虎永福说，此事已经到了

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原因再复杂，再得罪

人，也必须做！”他坚定地说。

他进一步解释道，脱贫攻坚让党的政

策阳光洒到了需要帮扶的贫困人群身上，

让群众更加拥护党，夯实了基层的战斗堡

垒。村集体经济是全县上下筑实脱贫根

基、帮助村民奔小康的康庄大道，要发展

村集体经济，就要为集体财产确权，被违

规久占的土地损害了公平，更是集体经济

确权的羁绊，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儿。凡是

村集体土地被违规占用多的，村班子大多

涣散无力，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工作处处

被动。违规占地的多是村里的光棍，甚至

还有村干部，牵涉时间久、背景复杂。“所

以，镇里必须做主，督促村干部将绊脚石

除掉。”他说。

6 月 2 日上午，韩寺村村民韩群山戴着

红袖标，冒着高温在麦田里巡视。“他是义

务来支持禁烧工作的。”一同值班的村委

会主任韩迎涛说。

该 村 从 事 禁 烧 工 作 的 ，除 党 员 干 部

外，多是享受政策的各类户，如公益岗、贫

困户、低保户等。他们享受党的各项补贴

政策，平时主动担负起村里的公益工作。

韩群山一样政策都没有享，还是主动

来参加。他说，村里此次强制收回集体土

地，让他进一步相信了党，相信了村干部，

相信村里能把集体经济发展好，让全体村

民受益。所以，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村集体。

“现在，村里通知事儿，来的人也明显

多了。”韩迎涛说，村干部都觉得腰杆比以

前硬了，他们有信心把土地经营好，把村

里的事务处理得更好。

当天，草寺杨村干部杨合民为退地的

村民补办手续，虎永福问有没有什么困难

需要镇里帮助解决，杨合民回答道：“这些

事儿必须俺自己做好，不能再麻烦镇里

了。”他还告诉记者，一些违规占地但没被

排查出的村民，也主动退地了。原本村里

以为能退出八九十亩地就不错了，谁知道

一下子退出了 130 多亩地。因为，不断有

村民给村里提供线索和依据，村干部去求

证的时候，违规占地村民迅速承认并主动

签下退地协议。

村庄运转机制更科学

3 天集中行动后，各村持续开展土地

收回行动。

6 月 2 日采访当天，正碰上最新统计表

出炉。“1182.4 亩，真没想到。”虎永福高兴

地说。他还算了一笔账：这些地每亩按

500 元出租的话，一年也得近 60 万元。如

果种些构草、花生等高质高效作物，收入

将会更多。

记者翻看统计表，看到除了强制执行

的 4 个村庄，另外还有 15 个村庄收回了不

少土地，其中东南拐村收回 120 亩，布杨

村收回 30 亩，罗庄村收回 90 亩……“这些

都是经过宣传发动后，自觉退回的。”虎永

福说。

“你就没有担心吗？你开展这项行动

的底气是啥？”记者忍不住问虎永福。

“没有担心是瞎话，但我心里有底气，

因为有上级领导的支持，还有各位镇村干

部的担当。”虎永福回答道。

仙台镇是典型的农业乡镇，没有工业

和资源，有 51 个村，是叶县村庄最多的乡

镇。虎永福 2017 年 5 月赴任时，正是脱贫

攻坚的关键期，他公平落实党的一系列精

准扶贫政策后，被动局面一步步扭转。尤

其在人居环境整治中，该镇克服项目资金

短缺等困难，创造性地开展了以“红马甲”

为抓手的党群共建活动，有力地凝聚了民

心，其“红马甲”经验被推广到全县、全市

甚至更远。“从中，我看到了民心所向，也

看到了村民对发展的渴望、对党组织的期

盼。”他说。

此次开展强制收回土地行动时，正值

全国两会召开，上级部门也正进行政治巡

视，但是有感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急迫性

和“三夏”这一良机，虎永福先向包镇的县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任世奇请示报告。

任世奇鼓励他：“怕什么，咱做的是利民的

事儿，是正义的事儿。”

虎永福担心人手不够，威慑力不强，

就向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旭求助。王

旭当即表态：30名巡防队员够不够？

“ 这 让 我 很 感 动 ，也 增 强 了 我 的 决

心。”虎永福说。在动员会视频里，记者清

晰地听到了虎永福铿锵有力的声音：“此

次事情产生的后果，我愿意承担全部责

任，不让一般同志们担，更不让村干部来

担！”

虎永福还分析道，近几年扶贫工作让

群众深感党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消灭

了黑恶势力。这让他坚信，凭着正义之

道，凭着村民们的期盼，此项行动必会顺

利开展。

展望未来，虎永福说，随着村“三委”

班子战斗力的增强、“四议两公开”以及村

民自治法规的贯彻深入，村里必定会形成

更为科学的运转机制。

记者了解到，违规占地现象不但在叶

县各地较普遍，在外地也绝非鲜见。为

此，虎永福希望乡镇同行能硬起手腕，用

脱贫攻坚过程中锤炼出的干部担当，将该

项工作尽快推行下去，从而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更为凝聚民心奔小

康增添正能量。

就 在 记 者 写 完 此 稿 的 时 候 ，保 安 镇

也传来了村集体收回违规被占用土地的

消息…… （本报记者 杨沛洁）

仙台，被违规占用的村集体土地正在收回

▶5 月 28 日，洪庄杨镇唐马村村民在

为蜜瓜打杈。该村村集体去年流转土地建

大棚种植蜜瓜，实施订单销售，当年就赢利

十几万元。今年，他们扩大蜜瓜种植面积，

目前蜜瓜长势良好，即将迎来收获期。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蜜瓜经济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6 月 2 日，记者

从叶县政府办获悉，叶县财政每年拿出

2000 万元资金，力争每年扶持 2000 名农民

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 5000 人以上。

叶县是人口输出大县，随着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展开，在

加大吸引外资的同时，也不断引导农民工

返乡创业。今年，该县出台创业补贴、贷

款贴息、税费减免、带贫奖补、项目奖补等

一系列举措，进一步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

造环境。

创业培训有补贴。返乡农民工参加

创业培训的给予创业培训补贴 1500 元；自

主创业、取得营业执照并正常营业 6 个月

以上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可向人社部门申

请一次性创业补贴 5000 元；农民工返乡创

办的实体，在批准成立的孵化基地（创业

园）内发生的物业管理、卫生、房租、水电

等费用，3 年内给予不超过当月实际费用

50%的补贴，年补贴最高限额 1万元。

金融贷款有贴息。对符合条件的返

乡创业农民工，给予最高额度不超过 15 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对合伙创业和组织起

来创业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对小微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的创

业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对还

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

创业者个人或小微企业，可继续提供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累计次数不超过 3次。

税费减免有政策。对农民工初次创

办的企业，按规定免除行政事业性收费；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业证》（注

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

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3 年内

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

创业带贫有奖补。返乡农民工初始

创业，取得工商、税务登记且稳定经营 1 年

以上，带动当地 3 人以上就业且签订 1 年

以上劳动合同的，一次性给予创业者 5000

元的创业补贴；对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稳

定就业 1 年以上的生产经营主体，按每人

1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鼓励农民工

返乡创业参与带贫。

示范项目有支持。对评定的县级农

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县财政给予一次

性奖补 20 万元；每年评选一批返乡农民工

创业县级优秀示范项目，根据其项目前

景、劳动就业等情况，县财政给予一次性

奖补 2-8 万元；每年被评定为全县返乡农

民工“创业之星”的，县财政一次性奖励

5000 元。

培训有补贴 贷款有贴息 税费有减免 带贫有奖补

叶县向返乡创业农民送“大礼包”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5 月 29

日 ，叶 县 司 法 局 召 开 提 升 执 法 满

意 度 工 作 推 进 会 ，通 报 各 基 层 司

法所当月民意调查的满意度和知

晓 率 ，成 绩 排 在 前 三 名 的 盐 都 司

法所、龚店司法所、叶邑司法所的

负 责 同 志 领 取 了 奖 金 ，并 作 典 型

发 言 ，成 绩 排 在 后 三 名 的 单 位 负

责 同 志 上 台 递 交 了 罚 金 ，并 作 表

态发言。

为进一步做好提升执法满意

度工作，该局从 4 月 22 日开始委托

该县民意调查中心对司法行政机

关的执法满意度进行调查，并且根

据调查结果一月一点评、一月一兑

现奖惩。同时，该局结合执法规范

化 专 项 检 查 工 作 ，加 大 对 机 关 股

室、基层司法所工作纪律的督察，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提升群

众满意度。

叶县司法局请第三方为执法满意度“打分”

“今天再次接受聘任，又是新

的起点，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监

督。”5 月 26 日上午，在叶县第二届

村居廉情监督员聘任仪式上，昆阳

街道圪垱店村廉情监督员褚山科

郑重承诺。

经过一年的探索与实践，叶县

纪委监委廉情监督员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554 名廉情监督员督促纠

正 问 题 2232 个 ，发 现 问 题 线 索

1728 条，化解群众纠纷 1527 起，信

访量同期下降 13.6%，为维护乡村

和谐稳定、促进村集体经济健康发

展作出了贡献。

麦田里的守望者

“辛辛苦苦忙一季，眼看就要收

获了，正灌浆的麦苗竟被人割走了

一大片，多心疼人啊！”去年 5 月，在

龙泉乡莫庄村，廉情监督员郭书勤

在巡逻中发现麦苗被盗割。他一方

面通过廉情监督微信群向乡纪委书

记汇报，一方面组织人员加强巡逻，

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从家到地里转一圈下来三四

里的路，你都 70 岁的人了，一天三

趟能受得了？再说，你就是抓住偷

麦苗的人又能咋着？”老伴儿心疼

地抱怨着，郭书勤没接话，默默出

了门。截至目前，他及时发现、制

止盗割行为 20 起，并对盗割人员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乡纪委也安排乡综治办、派出

所、管理区干部组成联合巡逻组，

对重点区域进行 24 小时巡逻，打好

“麦田保卫战”。

为实现土地增收，郭书勤几经

咨询，根据本村土壤条件，向村“两

委”提出建议：调整产业结构，扩大

春 播 花 生 和 夏 播 花 生 种 植 面 积 。

商定后，他利用村内大广播、小喇

叭和各种会议机会，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现在俺村花生种植面积已

经有 400 多亩了，改变了以前单纯

种小麦、玉米的种植结构，春花生

籽粒饱满，丰收在望”。

敢干事的80后

“不等不靠，敢想敢干。”如果

要给李向可贴标签的话，这几个词

是必选项。1982 年出生的李向可，

是马庄回族乡大陈庄村的廉情监

督员。

“俺村是回民、汉民各占一半，

为减少纠纷、化解矛盾，村务、财务

的公开很重要，我这廉情监督员不

能缺席。”李向可拿出了自己的工

作日志：“5 月 24 日，监督本村低保

复 核 认 定 领 导 小 组 成 员 产 生 过

程。5 月 25 日，督察大陈庄禁烧工

作人员在岗情况。”再往后翻，“扯

村‘两委’中威信高的老同志的袖

子，告知‘对事不对人’。审核本村

财务账目时，审查出一张小额的入

账白条。”

“今年我最想干成的事儿，就是

依托村里的养殖业优势，建好种羊

养殖场，带着乡亲们把村集体经济

发 展 起 来 。”看 着 桌 面 上 摆 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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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杯，李向可深感肩上责任的沉重。

爱扯袖子的老兵

“我性急，遇事儿有时考虑不

周，月亭哥没少提醒、敲打我，有时

候怪没面子哩，但回头想想，有人

‘管’着还挺好。”水寨乡桃奉村党

支部书记董晓柯提起该村的廉情

监督员张月亭赞不绝口。

张月亭是一名退伍军人，虽年

届七十，但腰板硬朗、红光满面、干

劲十足。战“疫”打响，张月亭全力

投入疫情防控，督促村“两委”及时

公示爱心人士捐款捐物清单，检查

村里定期消毒和卡点值班情况。卡

点撤除后，剩下 30 多箱矿泉水、方

便面、火腿肠等堆放在办公室，谁见

了都要吃点拿点，张月亭看到后又

找董晓柯“扯袖子”：“这些物品是乡

亲们为疫情防控捐的，不能留在村

部里呀，没法交代。”经村“两委”商

议，将这些物品作为奖励发放给抗

疫中表现优秀的党员群众。

张月亭喜欢每天绕村道散步，

锻炼身体之余，更重要的是边走边

看，解决邻里纠纷，化解干群矛盾，

为年轻党员干部作表率。

村里修一条 2200 多米的水泥

路时，他每天蹲守现场，一米一米

地严把质量关。当看到 4 米宽的桥

上只修 3 米路面，两侧留两条深沟，

他立刻找施工方交涉：“这可不行，

两 边 这 么 深 的 沟 ，来 往 车 辆 咋 拐

弯？平时孩子们在桥头玩耍，磕着

碰着咋办？”施工方说壳子板都架

好 了 ，张 月 亭 毅 然 说 ：“ 拆 了 重 新

架，修路就得修平坦，修到让群众

满 意 。”最 终 ，这 条 路 保 质 保 量 完

工。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郑鹤凌 韩佩）

——叶县村居廉情监督员印象

村 庄 的 护 卫 者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常向兵）5 月 29 日，邓李乡妆头村

大棚里，成熟的西瓜静待买主，驻

村第一书记杨慧民走进瓜棚，通过

镜头邀请大家前来吃瓜。

“为推动产业扶贫，去年我们

妆头村建了 33 座大棚，瓜农们今年

种上了第一茬西瓜。我们村东边

是沙河，西瓜可口清甜，皮薄瓤脆，

欢迎朋友们来品尝。今天，我要为

我们妆头村的西瓜代言，我的电话

是……”网络直播过程中，杨慧民

热情流利地介绍村里的西瓜。

杨慧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33

座大棚中有 28 座种植西瓜，按市场

行情来算，平均一座大棚收益 5000

元，这季西瓜整体下来可收入 14 万

元。每座大棚的承包价是 6000 元，

第一年村里补贴 2000 元，包括 5 座

葡萄大棚在内的 33 座大棚，一年可

以为村集体带来 13.2万元的收益。

自 2015 年起，妆头村依托沙河

沿岸得天独厚的土质优势，大力发

展 西 瓜 、葡 萄 、桃 子 等 特 色 种 植 。

2018 年，该村流转土地 1000 余亩，

投资 238 万元，动工建造 33 座温室

大棚，用来种植反季节瓜果，促进

村集体、农户双增收。

妆头村种植瓜果促进双增收

第一书记请您来吃瓜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李朋星）

5 月 28 日 ，叶 县 妇 联 走 进 水 寨 乡 桃 奉 小

学、只吴小学，开展庆“六一”关爱儿童健

康成长巡讲活动，县妇联兼职副主席宋君

英授课。

此次活动形式灵活、针对性强，宋君英

通过与孩子们互动，教导他们怎么辨别坏

人，如何保护自己，引导孩子们增强安全意

识，提升防范能力。

该县妇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还

将走到更多的孩子之中，传播防护理念。

同时，真诚地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家长，关

爱好、保护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拥有幸福

快乐的童年。

叶县妇联开展关爱儿童
健康成长巡讲活动

6 月 1 日，叶县供电公司员工

在检查供电设施。连日来，该公司

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对辖区重

点线路、台区及农田抽灌等供电线

路进行巡视检查，助力抗旱。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抗旱保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