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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12月23日一大早，新华区曙光街
街道李庄村党委书记辛建来到居然之
家平顶山店，挨家挨户询问商户的经
营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

这座家居生活商场是新华区曙光
街街道李庄村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不仅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而且还带
动了周边经济发展。

“村里为我们年轻人搭建了这么
好的平台，在家门口就能干一番事
业。”三年前，26岁的李鹏飞从郑州大
学毕业后，应聘到居然之家做管理人
员。像李鹏飞一样，在这里工作的李
庄村民还有20多名，还有不少村民在

商场开店铺，当起了小老板。

带领群众斩“穷根”

“群众的信任是我们干事的动
力。”今年62岁的辛建说。李庄村地
处采煤塌陷区，没有几亩像样的农田，
一直没有分田到户，走的是集体经济
发展道路。

“地卖完，钱花空，撇下的地成塌
陷坑，村民急得把三轮蹬。”这句顺口
溜记录了李庄村人曾经的痛。上世纪
90年代，李庄村原有的12个村办企业
由于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粗放型经
营等原因停产了7个，剩下5个半死不
活，内外债高达3000多万元，村民人

均负债1.3万元。
1995年，辛建当选村委会主任，为

了破解发展困境，他带领村两委拆除
了破旧不堪的建西综合市场，多方筹资
建起了新的西建材市场；回填复垦塌陷
土地300多亩，先后采取联建、自建的方
式，建起了建材、家居、装饰、汽修、饮食
5个专业市场，为李庄村经济发展挖
掘到第一桶金。

依托5个专业市场的滚动发展，
通过艰苦奋斗，2008年，李庄村历时
13年清偿完了3000多万元内外债，村
集体固定资产达到1.9亿元。

共同致富分红忙

“快到年关，我们又要分红了，好多
人都羡慕俺李庄人。”村民彭新才说。

2008年之后，李庄村集体经济有
了积累，村民生活稍有好转，小富即
安、把集体资产分了的思想苗头出现
了。辛建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到多地考
察学习，认识到只有实行村集体经济
股份制，才能解决李庄村所面临的问
题，才能让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提升，达到长治久安、共同富裕。

在新华区委、区政府的指导下，
2009年9月27日，李庄村股份合作社
挂牌成立，在全市率先对集体资产进
行了股份制改革，实现了“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确保了
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集体资产的
保值、增值，从根本上解决了失地农民
生活、养老的后顾之忧。

11年过去了，李庄村按照《股份合

作社章程》规范运作，村民的股份分红
平稳持续。村集体固定资产从改制前
的 1.9 亿元增长到目前的 20 多亿元。
退休村民股份分红从2009年的4600
元增长到2015年的2万元，从2015年
到 2019年连续保持在2万元，11年来
累计分红2.3亿元。2011年，李庄村党
委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2015年辛建被国务院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改善民生惠群众

“俺们村发展起来，大伙儿都跟着
沾了光。”在李庄村老年活动室里，67
岁的刘明伍说，前段时间村里组织了
免费体检，其中包括癌症、中风筛查等

“高级项目”，感觉生活在李庄村是种
福分。

“村民有健康的身体，手里的钱才
有价值，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辛建
说。2016年，李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决定村集体出资，全村40岁以上
的村民每年可在市级医院免费体检，
同时对患重病、大病的村民进行补助。

2017年，村里投资10余万元改造
了党群服务中心，设置了村民文化大
讲堂、老年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多个
村民活动场所。村里每年中秋、春节
为村民发放节日福利，重阳节为80岁
以上的村民集体祝寿，春节邀请剧团
来村里唱大戏，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如今，大伙儿干事创业的劲头正
足，我们要在康庄大道上继续前进。”
辛建说。

辛建：锐意改革斩“穷根”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2月23日上午，郏县李口镇王辛
庄村南的温室大棚里温暖如春，葱绿
的黄瓜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董好、
李梅荣等村民在忙着采摘黄瓜，一筐
筐黄瓜被搬到地头装车，直接由客商
运走进入市区超市。

“这两棚黄瓜是蜜瓜收完后种下
了，黄瓜在11月底下旬就上市了，截至
目前已经采摘出售2万多斤了！”该村
党支部书记王青立高兴地说。

兵哥返乡创业带头致富

今年51岁的王青立1989年入伍，
曾获成都军区优秀士兵称号，1992年
底退役后到当时的郏县大酒店做厨
师。2000年郏县大酒店停业，王青立
前往深圳经商，在那里赚到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

2006年，王青立放弃了在深圳经
营了6年的餐饮生意，回到老家王辛
庄村，投资30万元创办了一家水泥预
制厂，吸纳王新鹏等8名村民入厂就
业。随着预制构件生意越来越红火，
工人的月收入由最初的 1200元涨到
了4200元。生意最火时，王青立年收
入30多万元，仅给工人支付的工资就
有10多万元。

2008年，王青立又投资36万元，

建起20座炕房，承包了120亩土地，带
领村民规模化种植烟叶。同时，吸纳
25名村民在炕房和烟田务工，每人每
天增收30元至50元。

2011年，王青立当选王辛庄村党
支部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带头
人。2015年，他停止经营预制构件厂，
将烟叶种植面积扩大到430亩，用工
近百人，一年仅给村民发工资就支出
70多万元，他自己年收入超百万元。

在王青立的带动下，村里涌现出
了王付军、李岩硕、王胜利、王占立等
种地大户。王占立说，他2012年起在
王青立的帮助下种植烟叶，每年种80
亩，效益好时一亩地收入6000多元。

蜜瓜甜日子火

今年3月，王青立争取市蔬菜办
项目资金30万元，自己又投入31万元
建起了两座高标准温室大棚和一座日
光温室大棚，种植蜜瓜和麒麟西瓜。
蜜瓜和麒麟西瓜6月初上市后，很快
被平顶山、郑州、许昌等地客户以每公
斤14元的价格收购，一棚蜜瓜就收入
8万多元。

蜜瓜丰收后，王青立还向全村
276户村民每户派发蜜瓜 10公斤，向
村里的党员派发价值3800元的蜜瓜，
向敬老院赠送价值1500元的蜜瓜，让
大家共享丰收的甜蜜。

今年8月，第二茬蜜瓜种下，每棚
又增收6万多元。

蜜瓜收获后，王青立带领村民种
植了两棚黄瓜、一棚玻璃翠芹菜。芹
菜 11月份上市后，仅仅2天就被抢购
一空，收入12000多元。

12月初，王青立利用省委组织部、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村集体经济
产业发展项目资金50万元，自己投入

15万元，又建起了两座高标准温室大
棚和一座占地面积达3.78亩的日光温
室大棚，从山东引进优质西瓜品种，春
节期间成品西瓜即可上市。

“近年来，我们大力挖掘培养像王
青立这样年富力强的村党支部书记，
鼓励他们做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带
领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奔小康。”李口镇
镇长李向浩说。

王青立：大棚种植带富众乡邻

王青立在采摘黄瓜

12月23日，辛建（中）与居然之家商户商讨经营规划。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