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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战必胜
□策划 毛德胜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书武 文/图

——记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朝阳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来胜

上 任

如果没有新乡县翟坡镇党委书记
“三顾茅庐”，当年52岁的陈来胜不会从
企业老板成为东大阳堤村的党支部书
记。

那是 2008 年 5 月，陈来胜正春风得
意。

从县粮食系统内退后，思维敏锐、
善于抓住时机的他开办了新乡县第一
家快递公司，每天和员工忙忙碌碌，年
底盘账，20 万元的纯利润。与之相对
应，他的体重也“蹭蹭”猛涨到 74 公斤，

“将军肚”已显雏形。
可是生他养他的东大阳堤村陷入

了“泥潭”之中：派性内斗，选举不成，夏
天遭水淹，环境脏乱差，发展没思路，还
戴着一个“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翟坡镇党委决定改变这一切，选谁
来当村里的“领头羊”？镇党委一竿子
插到底，到村里调研，多数人推荐陈来
胜：有致富能力，思路清晰，更重要的是
人品端正。

就是他了！
陈来胜对村情知根知底：穷，路灯

只在春节亮几天；脏，垃圾没人管，每到
下雨道路泥泞，村民外出穿胶靴；乱，村
里四大姓成了四派，相互攻击，无心发
展经济。

刚开始，陈来胜也不想蹚浑水，自
己轻松当老板多好！时任镇党委书记
三次登门相邀，最后撂下一句话让他一
震：“你再不回去，村里年轻人再也娶不
到媳妇了！”

面对镇党委一再做工作让“出山”，
作为一名党员，他眼前闪过一个个熟悉
的身影：史来贺、刘志华、梁修昌、张泽
桥、张荣锁……有的多次打交道，有的如
雷贯耳。

特别是距这个村只有十几里地的
七里营镇刘庄老支书史来贺，带领村民
艰苦奋斗，硬是把一个落后的村庄变成
了全国先进的事迹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接受或不接受都有压力！
徘徊之际，陈来胜又一次来到刘庄

寻觅和老书记谈话的地方，到展览馆感
悟史来贺不怕困难的精神。以史来贺
为代表的新乡先进群体，都是在村集体
遇到困难的时候站出来，他们翻千山、
过万水，带出了一个个国家级、省级先

进村，自己就不行吗？
自己去村里不是争权夺利，是为了

初心。一人富不是富，一起富是正路。
再说了，当了30多年村干部的父亲

不也是为村里服务了半辈子吗？耳濡
目染，他心中有一团烈火在燃烧，决定
接下这副担子。

打定主意之后，陈来胜回家征求老
父亲的意见。老人说：“这条路不好走，
你可要想好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头好点，心难安。那一夜，他坐在

客厅的沙发上久久无法平静，想到了蒸
蒸日上的生意，想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劝
阻，更想到了乡亲期盼的眼神。

还有几句掏心窝的话他一直憋在
肚里：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够
面对困难推三阻四？入党时的誓言怎
么能够忘记？

时间犹如一滴水滴进大海，消失得悄
无声息。一夜的思索，更加坚定了他的选
择。此时，天际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东方欲晓。
2008 年 5 月 23 日，陈来胜走马上

任，担任东大阳堤村党支部书记。
此时的中国，既有刚发生汶川地震

的悲伤，又有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兴
奋。许多人在地震灾区忙碌着，也有许
多人用自己的方式迎接奥运会的到来。

但是这些忙碌和兴奋似乎与东大
阳堤村无关，村民仍然行走在往日的生
活轨道上。

上任第一天，陈来胜心潮澎湃，早早来
到村里的十字路口，希望能够与路过的村
民打个招呼，交谈几句。此时已经接近麦
收时节，村民行色匆匆，眼神似乎没有注意
到站在路口的新任村支书。

5月底的风吹拂在脸上，已经有些灼
热，还夹杂着轻微的麦香。

连续几天，陈来胜也没有和村民说上
几句话，不由得沉思起来：是村民不欢迎
自己吗？不，绝对不是。大家穷怕了，乱
怕了，心凉了，认为谁当村支书都无所
谓。他们想选一个能与老百姓心贴心、有
作为的当家人。

自己应有所作为，但是突破口在哪
里？

时而走过的一辆辆拉新收小麦的
车让他眼前一亮。他知道由于村“两
委”的不作为，收麦时都是村民各自到
路上拦截收割机，乱而低效，有时候还
拦不住，最后有个别农户错过最佳收割
时间，导致小麦或被雨水浸泡，或者

“炸”在地里。

陈来胜立即召开村党支部会议，要
求村干部分头分班 24 小时到路上联系
收割机，由村里统筹协调、统一组织收
割，“两委”成员全天候跟车值班。

刚开始有人直撇嘴，你组织不起
来，没人听你的。陈来胜大声说：“我替
老百姓掏钱，不信没人听！”8 辆收割机
齐上阵，1000多亩地的小麦很快收割完
毕。

这一举动立刻震动了村民，看他的
眼光开始透露着亲切，有人竖起了大拇
指。家人却不愿意了：“用自己的钱填
村里的窟窿，没见过你这样当官的！”

从这一年开始，村里每年两季都是
由村集体统一组织收割庄稼。也就是
从麦收开始，村民对村“两委”成员的态
度悄悄发生了变化。

农民的感情是朴素的，谁能一心一
意为他们服务，他们就跟着谁走。

这也算是陈来胜上任后打的第一
场小型的“战斗”吧。他初试锋芒，首战
告捷，增添了做好农村工作的信心。

信心如黄金。
但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村“两委”

没有办公场所，陈来胜干脆就在村十字
路口“驻扎”下来。不管冬夏，无论风
雨，每天 7 时准时上班。他坐在旁边的
一个石墩上，摩托车车座上放张稿纸就
能写字，电话号码贴在车身上，方便随
时联系他。谁有事来大街找，找到摩托
车就找到了陈来胜。

虽说第一战打响，但是下一战的突
破口在哪里，他一时还没有个方向。

坐在石墩上，他想一会儿，就抿一口
水，倒不是有多渴，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动
作。围坐在旁边的村干部也是抓耳挠腮
没个谱儿，有的说没钱啥也干不成，有的
说干啥也难落个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地搭着腔，思来想去也没个头绪。

眼看太阳落山了，陈来胜才回过神
来，水已到杯底，本想着去谁家续些水，
站起来刚要抬脚却又缓缓坐下，因为村
民家里存点儿水不容易，再说那水浑浊
咸涩有啥好喝的？

水？水！水……脑中一道光亮闪
过，他把杯子重重地往地上一放，忽地
站起来对村干部说：“打井！说啥也得
打井！先让群众有干净水吃！”

村干部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他。
谁都盼望着有一口井，可是打一口井难
如登天。最现实的问题是，打井的几十
万元钱从哪里来，村账上寥寥无几，连
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年底前一定要让老少爷儿们吃上
干净水！”

此时距春节还有5个月。

打井事宜经村“两委”讨论，得到了
大家的支持，但是对于能否实现目标，
众人心中没有谱儿。

雷厉风行是陈来胜的性格。他和
一名村干部找镇党委、镇水利站、县水
利局、主管县长、市水利局，虽然都支持
打井，但是当年打井的申报项目都已各
有其主，纷纷表示爱莫能助。

时间就在陈来胜的脚步声中一天
天地过去了，天气逐渐由热转凉，烦人
的知了声日渐稀少，树叶的青色逐渐消
失，黄色慢慢扩展开来。

距春节时间越短，陈来胜打井的压力
越大，而此时村党支部面临换届选举。有
村民劝他：“来胜，打井的事儿别干了，干
好也是为他人做嫁衣。”有的说：“你还是
去拉拉选票吧，当上支书后再说。”

陈来胜不听他们的劝：“我当村干
部就是为群众办事的，说出的话砸在地
上就是一个坑。群众不选我，我也得把
井打好！”

打井需要立项，立项关键在市水利

局。经过深思熟虑，陈来胜想到了一个
办法。一天，他找到市水利局主管副局
长，说主管副县长想中午约他谈谈打井
的事情，对方答应了。他又立马找到主
管副县长，说市水利局主管副局长想约
他谈谈打井的事情，主管副县长也同意
了。

回来的路上，陈来胜迅速给镇党委
书记汇报了自己的做法，镇党委书记说
他也赶过去。等到几个人都见面了，陈
来胜才说出了实情，先检讨了自己，又
说现在就需要各位领导商量一下，最后
给自己一个爽快话。说完，他离开了房
间，站在一棵树下望着大路上的车水马
龙，焦急地等待着。

约10分钟，镇党委书记急匆匆地向
他走来，脸上带着笑容。看到这一切，
陈来胜知道事情有希望。

到了屋内，他被告知，可以想法给
他立上项目，但是打井需要 70 多万元，
上级拨付 50 万元，剩余的 20 多万元还
需要村里想法解决。陈来胜连忙拍胸
口保证，没问题，大不了每户群众集资
几百元。

听说要打井，深受吃水之苦的村民
愿意集资，但是陈来胜阻止了大家，说
咱还没给老百姓干多少事情，咋能先让
他们拿钱，钱的事情自己来想办法。

陈来胜将“化缘”的目光投向了附
近几家效益不错的企业。他多次登门
拜访，诉说着村情和村民对水的期盼。
尽管中间也多次吃到“闭门羹”，但最终
倾心吐胆、精诚所至，20 多万元资金很
快筹措到手。

他们风雨无阻，加班加点，一眼 180
多米深的水井很快打成了。村民纷纷
在自家拧开水龙头，一股股清洌甘甜的
自来水流了出来。一位老大娘端了一
碗水来到陈来胜跟前：“来胜,这水可甜
了，你尝尝。”

捧着这碗水，陈来胜流下了激动的
泪水。他知道，不是水甜，是群众的心
甜了，终于不用再去外村拉水，终于可
以用清水洗衣服，也终于可以在家痛痛
快快地洗澡了。

陈来胜千辛万苦兑现了诺言。

兴 业

从收麦到打井，一晃半年时间过去
了。在此期间，陈来胜和村“两委”成员
还想办法修整了村内道路，装上了路
灯，初步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镇党委本意想让
他直接连任，不再经选举程序，但是陈来
胜坚持一同参加选举，就是想看看自己半
年来的工作是否得到了群众认可。

派性问题是多姓氏村庄不可避免
的，每个大家族都想推选出自己的“代
言人”。

这个问题以前同样困扰着东大阳
堤村。以往换届选举时，东大阳堤村是
全镇乃至全县的焦点，各种扰乱正常选
举的行为五花八门，连续两次换届选举
都没成功。

（下转封2版）

陈来胜，1956年3月出生，200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5月任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党支部书记，2015年至今任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6年来，陈来胜始终视农村工作为自己的专业、事业、职业，退而不休、退而奋进、退而有为，把一个软弱涣散的后进村建设
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村，获得了一系列国家级、省级荣誉。

陈来胜是新乡县新时代农村党组织书记的优秀代表，是史来贺精神的践行者，是乡村振兴崭新实践的排头兵。为此，中共
新乡县委于2023年6月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陈来胜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为此，本报特刊登报告文学《来战必胜》，作为学习陈来胜活动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编者按

新乡县的先进典型、英模人物层
出不穷。学先进、树典型也成了该县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助推经济社会发
展的独特优势和有效抓手。去年“七
一”前夕，新乡县委作出了向该县翟
坡镇东大阳堤村（朝阳社区）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来胜同志学习的
决定。之后，新乡县委将此决定付诸
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
载体、多种举措把向陈来胜同志学习

的活动不断引向深入，发挥了典型标
兵的示范引领作用。

陈来胜是新乡县乃至我市在新时
代涌现出来的又一典型，受到了广大
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心拥戴和省、市、县
领导的充分肯定。正像决定中所指出
的，陈来胜同志硬是以始终勤学善思
的钻劲、干事创业的拼劲、永争一流的
闯劲、敢破难题的韧劲、大公无私的

“傻劲”，把一个软弱涣散的后进村建

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新乡县委在决定中强调，向陈来

胜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退而不
休、奋斗不止的进取意识；学习他甘于
奉献、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学习他敢
于斗争、勇破难题的担当精神；学习他
勤学善思、创新实践的追求。

（德胜）

新乡县乡村基层干部的典范——陈来胜

一心为民服务的东大阳堤村一心为民服务的东大阳堤村（（朝阳社区朝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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