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村通与电

2008年，安徽省将村村通公路列入民生工程，直
到2010年，全省公路“村村通”建设任务进入扫尾阶
段，全省98%以上的建制村通沥青或水泥路。

洲区的事情难办，计渡村的“村村通”工程因为
村民自筹的那部分款项一直筹不齐， 直到去年底才
申报第一条村村通公路。

3月30日，计渡村准备开始修村村通，架好机器，
发现变压器容量不够，搅拌机开动不起来。我与村书
记陈良举多次前往镇供电所协商， 得出将附近两个
变压器合起来分两头供电的方案。时间已经是下午4
时30分，还要准备计量装置、电线设备。每个月月底
是电力工人最繁忙的抄表时段， 三位电力工人在我
们的游说下，加班加点安装临时用电设备，直至晚上
8时，工程才全部结束。

同时， 跃进河边有约400米需要移14根电线杆。
前期，为了这14根电线杆，陈书记已经跑了半年，最
后的结果仍然是村里自己花钱买电线杆。 直到需要
电线杆的时候，镇供电所才告诉村里，现在各地农网
改造，电线杆需求量太大，他们去年订的电线杆至今
还没到货。事不宜迟，我赶忙联系在宿松挂职第一书
记的来自太湖电信的徐立新，通过他的关系，我们联
系上厂家，答应10天后送一车电线杆。

4月21日清晨，我被一阵电话铃声叫醒，只走夜
路的电线杆终于从潜山送达， 我和陈书记又赶到供
电所接车。可是村村通的工期已经结束，工程方不愿
意为了最后400米等着移电线杆，那段路仍然还没有
铺上水泥。

屋场与洲区

5月13日， 王家霸片的胡金海与妻子打 枷，手
工给油菜籽脱粒。他说：“计屋片有脱粒机，很快的，
我手工打一天的 枷，机器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脱
完粒了。”

到望江之前，在给我们下派干部培训的时候，省
委组织部农村组织处的詹国庆副处长， 讲到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时，提到望江同一姓氏组成了屋场，通
过屋场做党建有很多优势。计渡村地处望江的“洲区
（沿江冲积平原区和湖圩垦区）”，屋场多在“后山（丘
林地带）”。在望江人看来，后山相当于望江土著，世
代在此成长，洲区多是外来的移民后代。比如计渡村
就有很多来自枞阳、桐城、无为、肥西的移民后代。所
以后山的人比较团结， 有威望的人一句话也许就可
以办成一件事。相比之下，洲区的村民与村干交流不
够，常常发生误会，还有一些演变为对立事件。土桥
片的农发项目之一人行天桥被村民夜间毁坏， 无人
承认，该片的农业综合开发因此中断半月。该片包片
干部非本片人，平时工作常常得不到支持，我力主村
干在该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4月20日晚上7时30分，
在该片片长肖吕彪家，大家争论激烈，经过村干部的
解释， 村民们终于了解已经开展半年多的农发项目
的实施细则，最后纷纷表示理解，并一致保证不会再
发生毁坏民生工程的事件。

计渡讲堂

“十二五规划纲要上明确了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但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通港路通
了，我们的交通更方便了，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或者经
纪人的方式， 遇到好的项目就把自己的土地流转出
去。等我们老一辈的不种田了，未来的农业一定是集
中到一两个有技术的人的手上。”4月26日下午， 华阳
镇计渡村的村部会议室坐满了村民，村民肖吕后坐在
主席台上讲着自己对于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传达新政策，传播新知识，交流新思
想，团结更多有想法、肯做事的本村人，我们办起了
“计渡讲堂”。4月26日，计渡村的村部会议室里挂起了
“计渡讲堂”的横幅，投影仪打着讲堂的内容海报。作
为第一期，有村民讲解自己对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
中的农村政策的解读，有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讲解银
行存贷款惠农政策，还有镇农技站的站长讲解近期的
棉花田间管理。“惠农卡怎么办？”、“棉花育苗的时候
不能浇水，那能不能淋雨？”村民遇到不清楚的便主动
提问。讲堂结束了，主讲人又被村民团团围住。“这次
讲座就像丢到水中的一粒小石头，让原本不了解的农
民认识到了银行的惠农政策，更多了一种选择。”华阳
农行的周国良很是惊喜。

2011年元旦刚过， 我所供职的省报需要选派
一名“驻点帮扶干部”，到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计
渡村担任村第一书记，任期两年。在单位，我的工
作是接待来信来访，接触了大量基层信息，但一直
苦于没有沉下心去了解基层的机会。于是，我这个
城市里长大的 “80后女生” 在一片惊讶声中报了
名，居然被选中，经过所在地华阳镇党委的任命，
当上了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村“第一书记”。

油菜花摇曳的村庄

3月11日，到华阳镇报到之前，我从来没有来
过望江，但有耳闻，此地是鱼米之乡、农业大县，物

产丰富。
望江县位于安徽省西南边缘，长江下游北岸，

一面负山，三面临水，素有“水乡泽国”之称，以县
城所在地华阳镇为核心。计渡村有8个片，分别是
周场、罗家墩、石闸、土桥、王家霸、计屋、王圩、华
明，共5000多人。

初到华阳，正是油菜花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间点缀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养蜂人的帐篷。

“蜂蜜卖了3万多元，蜂王浆卖了5000元，蜂蜡
卖了2000元，再加上零售，今年在望江就赚了4万
元， 是我们养蜂30年来没有过的大丰收！”3年前，
内蒙古蜂农李焕荣第一次将帐篷安扎在计渡村的

村部旁， 从此便每年来这里。“冬天我们在祁门将
蜜蜂繁殖好，花1600元搬到这里。采完这一季的油
菜花，正好赶上苏北的油菜花也该开了，然后去山
东采槐花蜜，到吉林采荆条蜜……”这些蜂农像吉
普赛人一般，赶着花儿在全国各地安营扎寨。

李焕荣的儿子李树春常年跟着父亲采蜂蜜，
一转眼李树春的儿子都快考大学了，“孩子都是老
婆在老家照顾呢。”庐江的蜂农唐亮则是夫妻俩带
上母亲陈友枝和儿子唐振凯， 一家人一起出门。2
岁的唐振凯已经对蜜蜂非常熟悉，虽然经常被蜇，
还是念叨着：“我爱小蜜蜂。”

蜂农们来自天南海北， 互相之间常常串串门

儿，有的还成为了多年的好朋友。聚在一起，他们
便交流着哪儿的种植面积减少了， 农业用地变成
了工业用地；还有油价上涨了，运费又高了。天气
好的时候，各自忙着，天气差的时候，大家便聚在
一起喝酒、打牌、侃大山。

“蜜蜂白天出来，晚上回巢，每次我们去下一
个地方都要趁着晚上走。”这一次，李焕荣一家又
是坐了一夜的卡车，一大早赶到淮安。

只有金花、银花的鱼米之乡
蜂农中几乎没有望江本地人， 收蜂蜜的厂家

也全是外地厂家， 大家拱手将这一甜头让给了外

来户。
倚靠着华阳河， 跨过同马大堤南面的磨盘村就

是长江，计渡村常年出产号称“金花”、“银花”的油
菜、棉花，水稻和小麦只是口粮式的小面积种植，水
产品基本为零。村里仅有几家私人的轧花厂、油坊，
后续加工的产业链也断了。

5月14日中午，刚刚开了排灌站，又挖通了高干
渠，往即将做田的下套湖灌水。华明片片长的汤加才
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 他指着上面的一条无泥养
殖泥鳅的报道给我看：“如果下套湖能承包下来养泥
鳅，那比种水稻收入高多了。”我说：“好呀，我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对除棉花、油菜以外感兴趣的人呢。”

下套湖原本是一个湖，后来农民围湖造田之后，
形成了一块约200亩的低洼田地，常年种水稻。平均
每户分到的地不足1亩，只够口粮。

其实， 汤加才并不是第一个对下套湖有兴趣的
人。 自我到计渡村以来， 就有人提出在稻田里养龙
虾，养黄鳝。“我们也希望下套湖可以被承包下来，至
少每年不用再为了它灌水。”村书记陈良举说。可是，
下套湖仍然是年年种水稻， 主要是承包户出的价格
偏低。还有一个问题：下套湖的周边是棉花地，棉花
生长的季节也是虫害猖獗的季节，一旦打农药，下套
湖里的泥鳅、龙虾还能不能活就成了一个问号。

除了下套湖，我还听说过很多类似的故事：种芦
蒿、黑豆，价格一跌就无人种了；棉花地里套种西瓜，
需要每天管护，还要自己销售，让村民意兴阑珊；安
装眼镜架的公司将材料交到农闲在家的农妇手上，
计件给酬，但因为每天只有几十元，没多久也就不了
了之；自棉花去年大涨之后，地里除了棉花，还是棉
花，虽然，人人都知道，今年的棉花价格一定会跌。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３0９

Ｅ－ｍａｉｌ押zqbsyb＠１６3．ｃｏｍ２０１1年5月18日 星期三 摄影8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郑萍萍

我这个城市里长大的“80后女生”在一片惊讶声中报了名，居然被选中。
经过华阳镇党委任命，当上了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村“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的乡村笔记
徐昊摄影报道

5月13日，胡金海与妻子在打 枷，村里的土地还没有平整，各家的地都很分散，很多农民仍然是手工给油菜籽脱粒。

4月14日，李焕荣一家忙着将蜂箱搬上卡车，蜜
蜂纷纷飞了出来。

4月23日清早，多方联系了几个月的电线杆终于到位了。
3月14日，新建的省道S211穿村而过，未来村里到县城的距离将

大大缩短，一时间吸引了很多前来咨询的老板。

计渡村是血吸虫病疫区， 可是村民仍然经常在
附近的河沟中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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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五保户家的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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