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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珍珍 张昭兴

从“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到现在
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省级森林村庄”，
河北省广平县后南阳堡村在5年时间里实
现“四变”——产业变壮、百姓变富、生态
变美、乡风变淳。这离不开一位扎根农村
的“新农人”——全国人大代表、该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建广。

治穷治乱从“小扫帚”扫起

王 建 广 从 小 在 田 间 地 头 长 大 。那
时，村里的路都是土路，一下雨，泥巴能
裹到膝盖，走都走不动；不下雨，则土地
干裂，农作物不长。儿时的他觉得在农
村生活又苦又累，在心底暗暗许愿：长
大一定要离开农村。母亲也一直希望他
走出村庄，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1996 年，王建广光荣入伍。6 年的军
旅生涯，练就了他不怕苦、不怕难、冲在
前、干在先的优良品格。退役后，他回到
村里，做起饲料生意，因经营惨淡，于是
外出打工。经过十几年摸爬滚打，他从一
名建筑工地小工，成长为河北安居集团
下属三农公司的总经理，全家也搬到市
区生活。

事业有成，生活安逸，王建广却时
时 想 起 家 乡 ，想 着 能 为 乡 亲 们 做 些 什
么。2018 年 9 月，他告别熟悉的朋友圈，
带着全部家当，毅然返乡。他要回到农
村，服务乡村发展，让乡亲们都富起来。

既然要干，就要做“领头雁”。王建
广回村后成功竞选上后南阳堡村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在村里想要干成事就要得到村民
的 认 可 和 支 持 。俗 话 说 ，村 看 村 、户 看
户，群众看干部、党员看支部。当时，后
南阳堡村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再
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

先治“乱”，王建广拿起扫帚，从打
扫街道做起，领着干部干，组织党员干，
干给群众看。起初村民认为就是拍拍照
片、做做样子，坚持不了几天。半个月过
去了，王建广雷打不动地干，很多村民
也自发加入扫街队伍。一场轰轰烈烈的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让整个村庄焕然一
新。最主要的是村民们都相信了他，纷
纷夸赞“建广是个干实事的好干部”。

“小扫帚”聚起“大民心”。随后，王
建广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拿出 1 个月
的时间和全村 50 名村民代表一起访民
情、听民声、谈思路、谋发展。2019 年 4 月
11 日，在后南阳堡村村民大会上，面对
全村 2000 多名村民，王建广许下了“五

年四变”的郑重承诺，提出“发展集体经
济、优化基础设施、实现村民福利”的工
作思路。

强村富民从“思想茧”破起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没钱咋办？王
建广不顾家人反对，将辛苦积攒的 300
余万元拿出来，作为发展村集体经济的
启动资金。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父
母见了他就骂“傻儿子”。

王建广咬牙坚持，带领乡亲们在村
里一宗闲置土地上种树，建设既有乡土
气息又兼具时代特色的网红烧烤广场，
周边市县居民慕名而来，当年就盈利 58
万元，年底每位村民分红 210 元，后南阳
堡村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村民们脸
上也乐开了花。

半年过去，王建广的妻子看到村庄
的变化，理解了丈夫的拳拳之心，回家
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

王建广当然不满足于当下这点分
红 。他 认 为 ，村 庄 要 发 展 ，首 先 得 有 产
业；要发展产业，首先要破除“思想茧”。
于是，他自掏腰包带着村“两委”干部和
党员、村民代表先后到江浙、两广地区
产业发达的农村学习。

借鉴先进经验，后南阳堡村充分利
用村集体闲置房产、荒地等资源发展特
色产业项目，同时，成立村集体经济合
作总社，村民以资金、土地等资产入股，
农民变股民、资源变资金、资金变股金。
2018 年至今，村民把 3000 亩土地交给村
集体经营。该村先后建成城市农夫耕种
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服装加工厂、花
卉基地等 9 个集体产业，累计带动 2000
余名村民就业。

张振峰是后南阳堡村集体经济草
莓种植基地的负责人，王建广隔三岔五
去他管理的大棚转转，分享创业心得，
交流种植管理经验。“我跟着王书记学
习了许多农业上的新理念，他真是我们
致富路上的领路人。”张振峰说。如今，
他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高架草莓
种植专家，邻近村经常有人向他请教种
植技术。

该 村 还 积 极 探 索“ 互 联 网 +蔬 菜 ”
“绿色蔬菜+民俗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这里的蔬菜新鲜，绿色无污染，能吃出
小时候的味道，趁着放假带孩子前来体
验不一样的田园风光。”今年“五一”期
间，后南阳堡村举办了广平首届乡村音
乐节，除了视听盛宴，旅客还能体验采
摘的乐趣，无公害西红柿、小吊瓜等深
受游客喜爱。

作为新时代“新农人”，王建广带领
村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断优化升级
农业产业，拓宽了“三农”发展模式。瓜
果采摘园、农夫耕种园、儿童游乐场，游
客络绎不绝，以传统种植为生的农民吃
上了“旅游饭”。2024 年，后南阳堡村集
体经济盈利 786 万元，分红 650 万元。王
建广先后获得“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
荣誉称号。

筑梦和美从“金凤凰”留起

村集体有钱了，分红后，剩余的部
分怎么花？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建议后，
村里决定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王建广
带领村民改旱厕、修街巷、装路灯、净坑
塘，还种植了景观树、新建了体育场和
生态停车场，建成广平县第一个村级污
水 处 理 厂 。如 今 ，后 南 阳 堡 村 宜 居 、宜
业、宜游。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的福利
也 越 来 越 好 。村 里 创 办 了 示 范 性 幼 儿
园，聘请优秀幼师任教，适龄儿童不出
村就能享受免费、优质的教育。考上重
点大学的本村学生，村里给每人一次性
发放 1 万元助学金。村里还开设了敬老
食堂，本村 184 名 70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
免费用餐。这些民生举措惠及了群众，
赢得了民心。

2023 年，王建广当选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我倍感荣幸，也深知重任在
肩。”作为扎根一线的“新农人”，王建广
发现，虽然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了，但

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年人，
懂经营会管理的人少，而乡村要振兴，
离 不 开 产 业 的 支 撑 ，产 业 要 高 质 量 发
展，需要人才赋能。

王建广利用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学
院在后南阳堡村搭建实践基地的契机，
走到大学生中间，倾听年轻人的想法，
了解他们返乡就业创业的顾虑。广泛听
取民声、汇聚民智后，王建广总结，乡村
人才振兴既需要顶层设计，更需基层创
新突围，只有将产业根基扎牢，让人才
价值彰显，使乡村成为“有温度的事业
平台”，才能培育出更多“不飞走”的“金
凤凰”。这些建议也被王建广带到全国
两会上。

为留住农技人才，后南阳堡村依托
菌菇、温室水果等集体产业优势，积极
与北京、山东等地技术团队合作，让他
们以技术入股，分享利润。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王建广非常关
心检察工作。该村党支部与广平县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党支部结对联建，合力化
解涉农纠纷、守护和美乡村、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

近日，广平县检察院检察长王树亮
走访王建广。在座谈交流中，王建广对
该院检察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说：“近
年来，广平县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作用，保障农产品安全、推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守住耕地红线，成
绩有目共睹。”谈及对检察工作的期待，
他希望检察机关改变普法宣传模式，能
够经常走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普法活
动 ，以 法 治 方 式 助 力 建 设 新 时 代 集 旅
游、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和美乡村。

王建广：“归燕”变“头雁”，走好共富路

王建广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省广平县后南阳堡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何祺 彭思琦

“以茶产业为抓手，通过科技赋能、品牌升级和全产业链建设，带领群众
走出一条‘以茶富农’的振兴之路。”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大悟县新城
镇朱湾村党支部书记梁云英在接受采访时坚定地说。这份承诺，既是对乡村
振兴战略的积极响应，更是她扎根乡土、以茶兴农的行动宣言。

凝聚新乡贤之力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朱湾村，山场面积大，发展较为滞后。2018 年底，梁
云英担任朱湾村党支部书记，她一直在思考如何强村富民，带领乡亲们过上
好日子。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梁云英觉得，乡村要振兴，可发挥新乡贤的
力量。大多数新乡贤都在外地工作，见多识广，引导发挥好新乡贤在乡村振
兴、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可以解决乡村振兴中的人才、资金等问题。

于是，梁云英开始联系本村在外的乡亲，2020 年建立“朱湾籍在外能
人”微信群，成立新乡贤理事会，作为与新乡贤沟通联络的桥梁纽带。在梁云
英的努力下，朱湾村在外新乡贤群体与家乡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资金回流、
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在外打拼的朱湾人回来有了落脚点，绵绵乡
愁有了归处。

如何打造特色产业，让村民致富？梁云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多方
征求建议的基础上，梁云英看好茶叶产业。为慎重起见，她前往安徽金寨、霍
山和河南信阳的茶叶产地学习取经。在与茶专家的交流中，她得知，可通过
技术和半发酵创新工艺，将夏秋茶加工成黄茶，市场认可度高，不愁销路。

经过多方考察调研，梁云英最终决定在朱湾村发展黄茶产业，走以茶致
富之路。

探索共富共享模式

在梁云英的推动下，2023年，朱湾村引进黄茶产业公司和“三闷三烘”技
术，搭建自动化黄茶生产线，通过“高校+企业+合作社”联农带农的合作模式，
建设共享炒茶车间 4 个，带动周边 8 个乡镇、2200 多户茶农亩增收 2000 元以
上。3个建立茶叶加工共享车间的村，每个村增加收入 10万元以上。

依靠发展特色茶产业，朱湾村逐渐打破农村产业发展靠天吃饭、散弱低
效、要素短缺等瓶颈制约，摸索出一条农民受益、集体得利、企业盈利的共富
共享发展模式。

为进一步拓宽镇村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梁云英还与孝感市邮政公
司、互联网行业党委联合在朱湾村进行直播带货，并以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助推“大悟黄茶”上行，推动黄茶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与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助力农村产业振兴，
农民增收。

当下，梁云英正计划着与外贸部门洽谈打开黄茶国外市场事宜。她还从
赤壁青砖茶饮市场走俏的信息中受到启发，多方联系投资者，准备在大悟建
立黄茶饮品企业，大力推动黄茶全产业链建设，实现茶产业转型升级，让黄
茶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茶产业带活了朱湾村，变化显而易见。如今，村里道路通畅、基础设施完
善、环境整洁，农家乐、光伏发电、休闲旅游等项目逐渐兴起，种养殖业发展
势头良好，加之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的提档升级，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日益提升。

期待检助茶兴

多年扎根乡村，梁云英深知乡村振兴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在履职过程中，梁云英曾多次受邀参加检察机关组织的各
类活动。她了解到，在服务企业发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大悟县检察
院持续做实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依法平等保护，以高质效办案和优质
检察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

“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找准检察工作服务保障乡村振
兴的融入点和结合点，助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产增收，更深融入
乡村振兴工作大局。”梁云英认为，只有以法治之力护航产业发展，才能做好

“茶文章”。
多年来，梁云英始终以“新茶人”自勉。从引进技术到全链升级，从电商

拓市到法治护航，她用茶叶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更以人大代表的担当，为
乡村发展谋新篇。

全国人大代表梁云英：

小茶叶撬动大产业

梁云英在朱湾村茶园采茶。

今年 3 月初，王建广 （中） 在
村集体经济草莓种植基地与产业负
责人交流种植心得。

3 月 28 日，
王 建 广（右一）
走 进 广 平 县 检
察 院 调 研 并 探
讨 深 化 党 支 部
结对共建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