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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上接封3版）
有人给陈来胜送钱吗？有！一次，

一个豫剧团的业务员找到他，说是唱 5
天大戏需要 5 万元，到时候送给他 5000
元。

陈来胜问：“送给我5000元钱，你还
能挣钱吗？”

“能，就是少一些。”对方说。
“既然你还能挣钱，那么我把这

5000元钱从总价里扣除即可，总价给你
四万五。”有些几十万元的项目，对方张
口回扣就是两三万元，陈来胜一律从总
价里扣除这部分费用。次数多了，那些
老板都知道他的脾气，评价他“能交朋
友，不能做生意”。

“公生明，廉生威。”陈来胜经常拿
这句话告诫村干部，并“约法三章”：村
里的工程绝不许亲朋好友插手，惠民政
策绝不因沾亲带故徇私，干部选用绝不
让直系亲属沾光。

外人如此，亲戚照样在他面前碰
壁，惹得亲戚都不愿意与他来往。

在家里，他特意叮嘱老伴儿王培
芝，不允许参与村里任何事务，别人来
家里谈事情，你去一边儿，不说不问不
打听，严禁“参政”。

陈来胜对两个儿子、两个儿媳要求
同样严格，也不允许他们参与村里任何
事务和工程。

王培芝还是村舞蹈队队长。2021
年 7 月上旬，第三届全国农民广场舞大
赛在吉林开赛，受名额限制，本可以率
队参赛的她，被老公陈来胜“拿”掉了，
让给了另一名也想去的普通村民。

核酸检测时，王培芝排队，有村民
让她往前站。“俺不能插队呀，让你来胜
叔知道了，该批评我搞特殊哩！”等她做
完检测回家，已经过了做中午饭的时
间。

“八一”建军节，村里给退伍军人发
慰问品，陈来胜的儿子符合条件也在名
单之中，但他又“找茬”说儿子不够资
格，慰问品不能发。

为了杜绝红白事大操大办，在他的
主导下，村里从2015年开始作了专项规
定，适当限制规模和费用。一些村民当
时不理解，执行起来有难度。

恰好在这个时候，陈来胜高寿的父
亲去世，许多村民都在看着他。陈来胜
弟兄姊妹 7 个，他排行老三。其他人要
按照老习俗办理丧事，被陈来胜坚决拒
绝。两位哥哥更有意见，责问他：“你当
了村支书，爸的事情就不办了？”

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把父亲的
丧事在自家院里进行（按照以前的协
商，陈来胜负责母亲一切事宜，兄弟负
责父亲一切事宜），特意拉个横幅：“感
谢吊唁，拒绝收礼”，并在村里头一个用
大烩菜待客。

“不牺牲自己，别人咋服气？全村
人都看着，自己总不能坏了自己定的规
矩！”时隔多年，陈来胜仍然不后悔当初
的做法。正是这种以身作则的品格熏
染，东大阳堤村的民风、村风才逐渐好
转起来。

乡亲们念着陈来胜的好，每逢重要
节日常送他礼品和土特产。当面拒绝
会驳了乡亲面子，陈来胜先收下，隔几
天让老伴儿和儿子骑上三轮车，买来礼
品挨家挨户回送。后来的大年初一，陈
来胜开始带着村干部“打游击”，为啥？
躲送礼。慢慢地大家知道陈来胜真心
拒收，也就不再送了，心却与他更近了。

做好自己，再影响他人。
从思想上改变一个人真不容易，更

何况是文化素养不高的群众。陈来胜
和村“两委”从三个方面入手来提升村
民素质：一是思想上教育；二是推行

“孝”文化；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
动。

常规思想教育历来是枯燥的。如
何把苦的变成甜的、干的变成湿的、死
的变成活的、虚的变成实的，爱动脑、善
创新的陈来胜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和平台：运用他和县委党校党委书记、
常务副校长李莹一起探索创造的“小院
课堂”，进行群众性思想、理论、文化、文
明教育和传承。

“小院课堂”形式灵活，讲课地点怎
样方便怎样来。有在村民家举行的，有
在休闲场所的，有在工作现场的。“小院
课堂”讲课形式百花齐放，教授讲，书记
讲，党员讲，群众讲，课堂设到哪儿就讲
到哪儿。

将党的创新理论和先进文化形象
生动地讲给百姓，将关心国家大事和乡
村发展的党员群众请进“小院课堂”，说
历史，话发展，拉家常，做互动，不知不
觉中就传播了党的理论，弘扬了先进文
化，培育了乡村文明。

从教室到广场，从树下到小院，听
众三五人，照讲不误。边讲边交流，有
提问，有回答，有探讨，更有共鸣。没有
刻板的正襟危坐，没有大道理的灌输，
只有小桥流水般的轻抚，春风化雨般的
入心。

不怕慢就怕站，日积月累，久久为
功，让群众身子住进了新房子，也让思
想换个新地方。

从陈来胜的以身作则到“小院课
堂”的绽放，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多方
位、多角度提升村民的素质。

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刚回到村里，陈来胜就发现一些问

题：邻里关系弱，家庭矛盾多，村民生活
单调，文化活动少。

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但是饭要一

口一口地吃，馍要一口一口地咽，先把
最迫切的问题解决。百善孝为先，陈来
胜结合实际把孝顺父母作为解决问题
的突破口。

陈来胜采取“杀鸡给猴看”的办法，
决定先抓一个典型。他从党员和村民
代表中选出几名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
村民，和村干部一起到一户村民家对
话。

看到这么多人一起上门，对方顿时
傻了眼。还没等他们说几句话，这名村
民就低下了头，最终妥善解决了不养老
人的难题。后来陈来胜又采取同样的
办法，先后解决了四五户子女不孝问
题。

但是现在解决的仅仅是露出水面
的“冰山”，水下的“冰山”还有多少，陈
来胜不知道。但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
有“火把”让水下冰山快速融化，使其消
弭于无形。

当年重阳节，陈来胜为村里60岁以
上的老人每人购买了被子送到家中，以
后每年分别是衣服、老年鞋等。前期费
用陈来胜拿出一部分，后期全部由村里
承担。

从2009年开始，村里每年都要在春
节后唱大戏，三天热热闹闹。到了2015
年，就把唱戏与村里评优结合起来，让
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庭院户主、青年志
愿者、先进个人等在演出间隙戴红花上
台接受表彰，陈来胜化身主持人，一一
点评他们的光荣事迹。

从 2012 年起，每逢村里有老人去
世，陈来胜都要与村“两委”成员前去吊
唁，并附上礼金。

从2014年重阳节起，陈来胜在村里
组织孝道大餐“饺子宴”，总是给老人倒
上一杯酒，可把他们乐坏了，回回都像
过大年。“饺子宴”更是从2017年扩大到
每年两次，重阳节和农历二月二。即使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人员不能聚集，村里
也采用云视频的方式举行，把煮熟的饺
子打包送到老人家中。

从2017年开始，陈来胜为村里老人
祝寿，80 岁以上的，奉上礼金和一个蛋
糕；100岁以上的，1000元礼金和一个大
蛋糕。

蒋培荣老人90岁生日的时候，陈来
胜带领村干部上门祝寿。这位村里最
高寿的老人紧紧拉着他的手，一直舍不
得放开：“我这么大年纪，不能为集体做
事了，刚开春这么忙，书记还专门来给
我过生日，这辈子是头一回呀！”

看到老人掉眼泪，陈来胜眼眶也是
红红的：“您老保重身体，有党的好政
策，有群众对村‘两委’的支持，咱的生
活会越过越好。您老人家可要当百岁
寿星呀，到时候村里专门给您唱大戏！”

村 里“ 孝 文 化 ”如 今 名 声 在 外 。
2018 年重阳节，陈来胜把副厅级干部、
河南省孝促会名誉会长郭运敏请到村
里来，聘为“荣誉村民”，当着村民的面
给他颁发了证书。2020年年初，东大阳
堤村与省孝促会谋划、启动了河南省首
批“孝心示范社区”活动。

为了显示重视，村里专门成立了以
陈来胜为组长的孝道文化活动领导小
组和多个专项服务组织，每次都精心组
织实施，把事情做到极致，使东大阳堤
村的孝文化建设成为省内外的一个“金
牌”。今天的东大阳堤村孝敬老人蔚然
成风。

村民以孝善而自豪，家庭以孝善而
幸福，产业以孝善而兴旺，村庄以孝善
而和谐。

敬老尊老的风气改变了东大阳堤
村，也改变了周边村庄。翟坡镇党委书
记张寒瑞动情地说：“在东大阳堤村的
带动下，今年全镇有 18 个村也开展了

‘饺子宴’活动，在全镇形成了浓厚的尊
老、敬老、爱老氛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了时代文明
新风尚。”

无论是“小院课堂”，还是“饺子
宴”、唱大戏，都是陈来胜提升村民素

质、引领文明的一个缩影。
对农民秉性知根知底的陈来胜知

道，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
动、活动靠文化，必须持续不断地开展
各种各样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活动
还得贴近农村实际生活，不断创新、拓
展和丰富。

篮球是农村普及的一项运动，陈来
胜在工厂曾是篮球队队员，根据大家的
意愿，他决定把篮球活动搞起来，让大
家感受到比赛带来的团结和激情，通过
比赛提高大伙儿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
性。可是刚回村的时候村里穷，连一万
多元的篮球架都买不起，没有篮球架怎
么比赛？

他习惯地一挥手：“篮球架的事情
我来解决。”

这天，陈来胜和会计到企业走访，
来到附近的宏达冶金振动公司。一进
公司大门，陈来胜的目光就被院子里一
对崭新的篮球架勾住了，好长时间都没
有挪开，忍不住上前摸了摸。

和企业老板谈完正事之后，他将话
题引到了篮球上，不住地夸篮球架质量
好。老板说，这是刚买的篮球架，是为
过年值班人员准备锻炼身体用的。

陈来胜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如
此！篮球要组队打比赛才更有意思，公
司值班没有几个人，俺村过年有篮球比
赛，咱可以办村企联谊比赛呀。”两人相
谈甚欢，当场便联系了其他几个企业、
村庄，还动员翟坡镇政府组队参赛，并
且商定暂时借用新篮球架用于比赛。

2009年大年初二下午，东大阳堤村
首届篮球友谊赛开幕。比赛中，球员奋
力拼搏，观众的鼓掌叫好声此起彼伏。
场上激情，场下也激情，激烈的对抗点
燃了村民内心的躁动，如一潭死水的东
大阳堤村太需要这些躁动来激活。

篮球比赛终归要结束，篮球架终归
要还回去。陈来胜急得直搓手，担心好
不容易聚起的热乎劲儿一冒烟儿就消
失了。为此，他动了点“歪”脑筋，做了
个“善意的假动作”——他让人神不知
鬼不觉地在篮球架印上了“宏达捐赠”
四个大字。

几天后，宏达冶金振动公司派员工
要把篮球架拉走，陈来胜若无其事地陪
着前往操场，只见“宏达捐赠”那四个大
字被阳光照得格外耀眼，围观的村民也
乐了：“这是宏达公司捐赠给咱村的。
宏达公司真慷慨，咱以后不愁没地方打
球了。”听着村民的说笑，陈来胜和公司
员工不由得对视了一下，都开心地笑
了。

篮球赛如一股春风，吹醒了沉睡的
东大阳堤村，吹开了村民干涸的心田，
吹得村里焕发出生机。

比赛就是一粒“火种”，陈来胜呵护
备至，从开始到现在，一年一度的篮球
赛就没有中断，而且发展成全
县的篮球赛，甚至有河北的队
伍来参赛。

篮球队打开了场面，
村里相继组建了舞蹈队、
合唱团、女子军乐
队、老年腰鼓队、
大盘鼓队、广场
舞 队 等 ，1000
多人的村庄，
有 200 多 人
经常参加
文体活

动。
村民有事做，比赛要训练，同在一

个队中，不说话的也说话了，有矛盾的
也化解开了，没有矛盾的更融洽，文体
活动成了村民和谐的融合剂、润滑剂。

村里老年腰鼓队队员平均年龄 65
岁，人老精神不老。在第二届“尊亲敬
老百老盛宴”孝道活动现场，她们推陈
出新表演了腰鼓舞。鼓点变化丰富，场
面欢庆热烈。在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游行表演中，这些可敬可亲的奶奶
们走街串巷，坚持演出了近 3 公里的路
程，所到之处鼓掌相迎，喝彩欢送。

从2017年开始，陈来胜将文化活动
更加细化和规范，总结出“每月一个活
动，一次一个主题”。按照时间顺序如
下：1 月，总结表彰迎新春；2 月，全民健
身；3月，星级文明户评选；4月，“美丽东
大阳”生态文明建设；5 月，防灾减灾；6
月，关爱下一代；7月，“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8 月，拥军；9 月，红色文化教
育；10 月，以庆国庆为主题的爱国爱党
爱家活动；11月，向“星级文明户”学习；
12月，“诚信建设万里行”。

“每月一个活动，一次一个主题，让
群众参与进来，实际上是花小钱办大
事，给村民搭起了一个凝聚人心的平
台。”陈来胜感慨道，“文化发展靠群众，
群众文化靠活动，活动力求多样性。只
有文化活动搞起来，文明新风才能树起
来；只有民心聚起来，乡村才能兴起
来。”

东大阳堤村的群众现在是一三五
打军鼓，二四六舞蹈秀，周日是学雷锋
活动日。遇上节庆日，村里活动更多
了，广场舞大赛、戏曲大赛、篮球比赛、
社区春晚等。现在村民见了村“两委”
干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集体有啥
活动，可别忘了通知我。

“农村是我党的执政根基，你不去
占领，歪门邪道就要去占领。作为一名
村党支部书记，我做这些事情责无旁
贷！”陈来胜掷地有声。

东大阳堤村还开展“书香社区”“书
香家庭”创建活动，结合地方文化特色
开展豫剧、广场舞、书法、绘画、摄影、歌
唱、公益电影等文化休闲活动，成立了
社区娱乐文化协会、戏迷协会、书法协
会等，进一步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文
体娱乐生活，促进群众身心健康，提升
精神境界。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也给东大阳
堤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荣获“全
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称号，成为省农
村信用社在新乡县的第一个整村授信
村。

前 行

如今的东大阳堤村已经远近闻名，
那么它下一步的发展是什么？

当前，东大阳堤村正在启动新项
目，创造发展新引擎，先后谋划投资 15
亿元的“康养+医养”“乡村振兴人才培
训”“村庄绿色环保改造”“红色文化旅
游街廊”等十大项目，正在搭建“一街四
区两平台”（红色一条街，传统产业区、
康养医养区、生态宜居区、农旅文化区，
数字乡村平台、电商销售平台），推动乡
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其中的“康养+医养”项目，东大阳
堤村以 300 亩建设用地入股企业，与企
业共进退。如果合作顺利，集体收入绝
对在新乡市名列前茅，而陈来胜只需要
做好营商服务即可。

做好服务是陈来胜的拿手好戏，村
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发生的故事就是一
个个明证。

一天临近中午，村民李大娘接到儿
子从安徽打来的电话，需要村里开一个
证明盖好公章，用于办理新生儿上户，
当天一定要快递给他。

又是中午，又是下雨，李大娘自信
地来到党群服务中心，果然有工作人员
在值班，很快办好了手续。

党群服务中心投运以来，村“两委”
成员 9 人，被分成 7 班，每组两人值班。
按照“群众有什么需求，中心就提供什
么服务”的原则，采取一个中心对外、一
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
的方式为群众服务，让乡亲们不出村就
能够完成五保户申报审核、养老保险、
就业援助、农机补贴、医疗保险、民间纠
纷调解、纳税辅导等56项服务项目。

70 多岁的张德凤前段时间家里的
便池坏了，独自在家的她来到党群服务
中心求助，值班村干部陈永安二话没
说，拿上工具带人上门疏通便池。看着
村干部蹲下来一点点往外掏污物，张德
凤于心不忍，上前劝说别弄了，不行就
换个新的。可陈永安等人硬是忙活了
一上午，终于将便池疏通顺畅。

党群服务中心值班人员不仅办手
续，更多的是服务：老人领取养老补贴，
不会用自助机，村干部代劳取钱；孩子
玩耍找不到了，值班干部一遍遍广播找
人；发福利时，个别农户家里没人领，党
员义工挨个儿电话通知；送快递时，家
里没人收，巡逻队员代收后趁家里有人
给送去。东家换灯泡、西家修水管、孩
子上户口开证明、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缴
纳……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群众都愿意
来党群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陈来胜经常叮嘱村干部，只要群众
有需要，服务就必须跟上。

除去标杆在前的党群服务中心，其
他的服务场所如图书室、医疗室、文化
服务站、文化广场、金融服务站、应急救
助站、智能车棚、红白理事会等公共服
务设施和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坚持把服
务放在第一位。

干部服务村民，陈来胜服务全村。
他似一头黄牛，不用扬鞭自奋蹄；又似
一位画师，画着美丽的乡村图画。

陈来胜有一个黑色笔记本，当成宝
贝一样舍不得给别人看。 这么多年
来，他把所学、所思、所想都记在笔记簿
上。

在笔记簿上，有这样一段话：当干
部要靠得住，就是要诚实可信，值得信
赖，这是对一位干部的第一个评价标
准，也是岗位要求。一个靠不住的干
部，即使能力再强，本领再大，也不是党
和人民需要的干部。

当干部就得有本事。作为干部如
果没有“两把刷子”，说话就没有分量，
干事创业就没有底气，群众也不会信
服。

理想中的村党支部书记具备哪些
素质？做了 16 年村支书的陈来胜认为
应该具有“四个基本素质”：会说能干有
思路，吃亏担当无私心，公正为民办实
事，带头自律抓班子。

陈来胜达到这个标准了吗？没有
人问他，他也没有回答过。在村民眼
中，他是达到了这些要求。

他是一位爱学习的人。每天早上5
点半起床，在村里步行1个小时，既锻炼
身体，又看看村情，然后回家学习一个
小时，学党中央等各级党委的文件、政
策。他多次参加中组部和上级党校的
培训，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农民理论
家”。他结合村情，在笔记簿上记下所
思所想，如“当好干部的两个关键”“当
好一名党支书记要下六个方面的功夫”

“农村干部应具备的六个基本条件”“乡
村振兴七大核心点”“带团队首先要打

好十张牌”等等。
他是一位爱村民的人。村里有一

个智障的人，家庭有些困难。陈来胜每
次看到他，就从兜里摸出一张百元大钞
递过去。为了给一名因嗜酒被辞退的
村民找工作，陈来胜前前后后跑了 5 家
企业，好话说尽，胸脯拍响，直到企业留
用了这名村民。

他是一位体恤下属的人。疫情期
间，村干部按顺序值班。大年初一早
上，陈来胜值完夜班后，回到家煮好饺
子又端到值班的地方。建新村的一年
冬天半夜，本来有两名村干部负责给拉
土的卡车司机“递条子”（确认工作量的
凭证，司机以此来换取报酬）。午夜时
分，陈来胜来到现场，提出让两人中一
人回家休息，自己顶班，但是两人谁也
不愿意离开，最后3人都冒着寒风值守。

他是一位愿意为别人而委屈自己
的人。一名性格略有孤僻的村民娶了
一个媳妇，媳妇早些年每到春节前就怄
气回娘家。受这名村民请托，陈来胜等
人来到女方娘家，听着对方爹娘说些难
听的话，即使这样也要把女方劝回家。
同去的一名村干部很有感触地说，陈书
记在新乡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是
没有耐性，早就拍屁股走人了。

他是一位愿意提携年轻人成长的
人。在村委会办公室工作的王培是本
村姑娘，嫁到外村后又应聘到村里做讲
解员。做过销售和门店生意的她担心
做不好工作，陈来胜对她说：“咱俩都一
样，我刚当书记的时候也是跨界。你要
记住，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不仅
如此，陈来胜还经常教导和她一样的年
轻人“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走出去都
是办法”。

他 是 一 位 尽 忠 难 以 尽 孝 的 人 。
2014 年 3 月，正是建小高层最紧张的时
候，陈来胜83岁的母亲病倒了。他安排
姊妹轮流伺候，自己白天在村委会工
作，晚上去医院，要是太晚了就在医院
陪一夜，第二天等医生查过房再急忙返
回村里。村干部陈爱荣劝他多陪陪老
人，可是他还牵挂那些居住在外的村
民，他们不搬回来，自己心不安呀。有
一天陈来胜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往医
院，等他在病房见到母亲时，母亲嘴唇
微微抖动几下，在他怀里安静地去了。

在村民的印象中，陈来胜时则刚毅
冷峻，时则温柔如水，遇事有主意，大事
有主见，能够解难题。

16 年来，陈来胜失去了很多：失去
了生意，失去了唾手可得的财富，失去
了更多的自由和时间。但是他也得到
了很多：得到了一个集体年收入近 300
万元的村庄，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

舍得，舍得，是先舍后得，还是有舍
有得，也许陈来胜从来不考虑这些。他
考虑的是一名党员的担当，考虑的是对
家乡的回报，考虑的是对党的事业的追
求。

对于陈来胜的贡献，党和人民看在
眼里，给予他一定的荣誉，如“中国好
人”、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河南省劳
动模范、新乡市党代表、新乡市人大代
表等。对于荣誉，陈来胜有些惶恐。静
下心，想一想，自己从企业内退，做生意
风生水起，干事业能有今天成就，怎么
能都是自己的功劳？没有时代大背景，
没有上级的支持，没有全体村民的努
力，凭他陈来胜一个人，能干出多大的
事情？

大功劳都是时代的，自己只是顺应
了时代潮流，站在了浪尖之上早一点儿
看到了太阳而已。

“我们共产党员都要不忘初心。我
的初心是啥？就是让俺村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住上好房子，有个好收入，时常
好心情。”

回顾16年的点点滴滴，有成功的喜
悦，有挫折的沮丧，有得到的欣喜，有失
去的坦然。低头拉车不偷懒，抬头看路
不迷茫。

陈来胜，真正做到了“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来 战 必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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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来胜（左一）介绍社区建设的经验。

东大阳堤村东大阳堤村（（朝阳社区朝阳社区））建设别具一格建设别具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