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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书记回来啦，快来坐！”新年前夕，
董文刚再次回到广元市旺苍县高阳镇关
山村看望村民。住在半山腰的熊茂先一
家见到董书记到来，立即忙开了，端上新
收的核桃花生，沏了自家产的新茶，还弄
了一大桌香气扑鼻的农家饭菜。

围坐火炉边，董文刚询问起熊茂先
2020年家庭产业发展情况。“100多头山
羊，长得膘肥体壮，就快出栏了！还养
了6头大肥猪、60多只土鸡，都在上市卖
了。”听了熊茂先的回答，董文刚开心地
笑了。熊茂先一家，是他来关山村扶贫
培养的第一个种养大户，还建起了村里
第一个家庭农场。

2015年8月，在四川省科技厅任职
的董文刚，被选派为关山村驻村第一书
记。上任后，他和村两委班子齐心协
力，组织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道
路（含入户路）畅通工程、农房（村风貌）
改造工程、村民健康饮水工程、富民产
业发展工程、基层组织（人才）建设工程
等六大工程，使关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摘掉了昔日的贫困帽子。

扶危济困
他是村民心中的“暖心人”

这是董文刚2020年第二次回到
关山村。当年7月，他参加省上检查
组来到旺苍，特地抽空回来看过集体
经济发展情况，时隔5个月后，他再次
回到村里。

见到“亲人”归来，村民们个个喜
笑颜开，侯恩情的眼里充盈着泪光，
满是感激之情。

于他而言，这位省城来的“董书
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曾帮助他的
家庭度过了一段最灰暗的时光。

“2016年，我的二儿子得了严重
的心脏病，几年时间我带着他四处求
医，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还欠下
一大笔外债。医生都说我儿子最多
只能再活三个月，再治疗没有太大意
义。”

“当时我心里就想，董书记是从
省城过来的，见多识广，说不定他能
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找到
更好的医院。”抱着一丝希望，侯恩情
找到董书记，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
董文刚知道这件事情后，立马答应下
来，并带着侯恩情和他的二儿子到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从排队挂号、检
查、办理入院、请专家会诊等，董书记
都亲力亲为，直到把侯恩情的二儿子
安顿好才离开。

“经过治疗，我儿子现在身体恢
复得不错，不仅可以做家务，还开始
在周边市县务工。”侯恩情感激地说，

“董书记不但帮我们解决了儿子疾
病治疗问题，回到旺苍后还一边帮
我们跑报账，一边争取县总工会救
助资金。知道我家里经济困难，他
还邀请四川农业大学专家结对帮扶
我们，新建了家庭养殖场，组织绵阳
三台县企业免费支持我们10头成年

天府肉羊种羊，后来还帮我们发展
起蘑芋产业。”

像侯恩情这样的困难家庭，董文
刚在关山村点对点扶持了很多家，目
前这些家庭都已成为村上的种养殖
大户，过上了好日子。

强筋健骨
修路通电建基站样样不落

“当初刚来这里的时候，沿着泥
泞小道走了好几个小时。”站在新修
的水泥路上，董文刚指着不远处的山
道说：“原来村民们上下山要花三四
个小时，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要致富先修路。初来乍到的董
文刚明白，依照关山村当时的资源条
件，只有先打开关山的山门，才能谈
下一步的发展。

让董文刚欣喜的是，说要修路，
村民们积极参与，投工投劳不分彼
此。他加班加点到省市县相关部门
协调争取项目资金，历时两年，分两
次修成全长18公里多（含入户路）的
水泥公路。从山下到村庄，开车仅需
三十多分钟，彻底结束了关山村不通
汽车的历史。

“刚开始修路的时候，困难重
重。工程车没办法进来，只能依靠人
工凿路，加上村上不通动力电，很多
设备没办法使用。”董文刚又到省电
力公司，找到了自己认识的一位副
总，请求他们支持关山村农村电网改
造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省电力公司
很快安排广元电力公司组织施工。

“运输电网设备需要有公路，修
公路又需要有电，整个修建工程面临
着两难的境地。”董文刚说，为了解决
问题，只能通过拖拉机、三轮车运送
电杆，先将动力电接起来。“但由于电
杆很长，这个路又是山路十八弯，有
些地段弯急坡陡，又遇雨季，真是困
难重重，在运输过程中翻过好几次

车。”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董文刚仍心
有余悸，“万幸的是，人没有事。”克服
重重困难，历时三个多月，关山村完
成了农村电网改造，彻底结束了长期
不通动力电的历史。

2017年，董文刚又找到省通信管
理局、省铁塔公司、省移动公司，在关
山村建了通信基站，让村里不光信号
满格，更打通了连接外面世界的网
络。

路通了，电通了，而后就是解决
吃水困难和住房的问题。董文刚介
绍，关山村地势较高，群众吃水困难，
之前不少村民吃水只能从堰塘往家
里背，至于庄稼灌溉，只能靠天。

董文刚实地勘测后，又到市县积
极争取资金，新建了两处高山提灌
站，让全村400多户村民都喝上了干
净放心的自来水。新修防旱池近40
口，解决了全村高山种植浇地用水的
问题。“后来又修了太阳能提灌站，山
下的水可以直接抽取储存在山顶的
防旱池里。”

因村施策
六大支柱产业助乡村振兴

关山村的积贫积弱源于自然条
件恶劣，人居环境差，村内无产业。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任职期间，董文刚因村施策，大
胆向传统低效农业说“不”！

“关山村境内多为山地，简单的
种养殖模式是全村老百姓的主要经
济来源，但传统的种养殖技术含量
低、品质不高，村民收入微薄。”董文
刚说，只有依靠现代科技，丰富品种，
才能带动关山村脱贫致富。”

于是，针对关山村土壤、气候、人
文、自然条件以及村民种养殖特点，
董文刚寻求到与四川农业大学等高
等院校合作，形成养殖业以猪、天府
肉羊、大恒肉鸡为主，种植业以中药

材（柴胡）、核桃、魔芋为主的六大支
柱产业。同时邀请省内知名企业入
驻关山村，形成了“大学（科研单位）+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成立了
关山村大恒肉鸡养殖示范基地、天府
肉羊种羊繁育基地、关山村穆阁养殖
专合社等。

“发展产业，一定要‘长短结合’。
短期项目，如养猪、养鸡、养羊等畜牧
业，它能够很快让村民见到收入，看
到收入，群众就愿意和你一起干。但
是畜牧业风险高，长远来看，还是要
发展一些长期项目，如种核桃、中药
材、茶叶等种植业，让村民在发展畜
牧业的同时发展种植业，既能够保证
村民有收入，也能够确保村子有长远
发展。”这是董文刚当时的想法，现在
看来，他依然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
的。

现如今，关山村集体经济快速发
展，大恒肉鸡每年出栏6000只，天府
肉羊每年出栏300只，中药材近100
亩，800亩连片成块的核桃园2020年
已经试挂果。

不仅如此，关山村还改造了原公
社废弃的茶园，发展起茶产业集体经
济，培育一种名为“关穆芽”的绿茶，
非常受市场青睐。

2020年7月，董文刚还为村上
协调争取了170万元的茶园改造项
目资金。当听闻村支书昝文德介
绍，预计两年内将这片茶园扩大到
1000亩、通往茶园的山顶正在修建
公路时，董文刚嘴角上扬，脸上乐开
了花，“这片茶园发展前景我是看好
的。”

“离开关山村后，看到产业都在
稳定运行、蓬勃发展，我感到特别欣
慰。”董文刚说，“现在关山村村民至
少每年人均纯收入一万五千元以上，
完全实现了小康。下一步，希望稳步
发展现有产业，稳扎稳打，助力乡村
振兴。”

“离开关山村是因为调任结束，
但我依然会关注关山村的发展，尽自
己最大努力为关山村谋发展，让村民
们在脱贫后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董文刚说。

站在山顶，眺望着整个村庄，大
山深处，一栋栋红瓦白墙的小洋楼点
缀其间，静谧而悠然；盘山公路蜿蜒
而上，犹如一条灰色的腰带，环绕山
间；小汽车穿行而过，划出幸福的印
记……

驻村第一书记董文刚离任不离心：

“希望尽我所能继续为关山村谋发展”
李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彦谷刘开怡

▲关山村——
幸福美丽新村。

◀董文刚（右）
向村支书了解
茶园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