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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驻村第一书记张宇航。

第一书记带来悠悠艾草香
市人大常委会驻平度市田庄镇南肖家村第一书记张宇航扎根基层两年带领村民致富

□文/图 半岛记者 李晓哲

再有两个月，市人大常委会驻村
第一书记张宇航的派驻工作就将结束，
他要趁这当口把手头上的扫尾工作做
完，再跟村“两委”会班子讨论一下接下
来村里的发展问题。党龄24年的张宇航
坚守党员使命担当，两年前来到平度市
田庄镇南肖家村做第一书记，强党建、惠
民生、促发展，用两年的时间带领全村人
走上了一条幸福路。他来村以后，村里的
道路修葺一新，村“两委”班子干劲儿十
足，艾草种植加工也成为村集体增收和
村民致富的芳香路。

强党建，打造永不走的工作队

6月26日，从青岛驱车近3小时记者
来到南肖家村，正赶上张宇航跟村“两
委”成员开会，商讨即将到来的“七一”活
动和艾草代加工合同的签署问题，以及
讨论村里即将完工的基础设施。“放心好
了，我走之前肯定会把这些事儿都办
完。”张宇航面对班子成员表态。
两年时间很短，但这两年南肖家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都
感激这位好干部，“大家都不舍得让他
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肖丕友
说，而这段时间他也抓紧一切时间拉着
张宇航取经，跟他商量两个月后村里的
发展问题。面对村民的不舍和对他走后
的担心，张宇航说，村民们以后有什么困
难尽管去找他，他也会一直关注着这里
的发展，因为对这里有了感情。
1991年12月入伍的张宇航身上

有军人的干练和坚毅品质，2014年他从
北海舰队转业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
作，现为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政处四
级调研员。拥有24年党龄的他，时刻以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17年9
月，张宇航成为南肖家村的第一书记。进
村第一天，满怀热情的张宇航却碰到了
棘手的现实：陈旧的村委会办公用房、村
里破旧的房屋和道路以及几乎没有任何
进账的村集体收入。而他面对的最棘
手的，是村民们的不信任。
要想当好第一书记，张宇航意识

到必须要把村“两委”班子给带起来。
上任第一件事他就筹资6万余元改造
了村委会办公场所，并将激励干劲儿
的话写在了墙上：“不做懒汉做硬汉，
带领村民加油干！”村里的党员和百姓
看见这些改变，内心也在慢慢发生变
化，意识到第一书记来真是要干事的，
人心也慢慢聚拢过来，原先开会召集
不起来人，现在开会大家更加积极，都
知道是在为村民自己干事。
两年的帮扶时间毕竟有限，“留下

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才是给村子留
下发展的根本。他立即开展调研,重点
走访党员和低保户、贫困户、残疾人家
庭等特困群体，与他们座谈交心，宣传
工作政策，全面掌握党建方向、村庄实
际和群众需求，与“班子”一起研究制
定了《南肖家村帮扶发展二年规划》，
确定了“抓党建固根本、抓民生促和
谐、抓产业助发展”工作思路，还吸收
年轻党员进入“两委”班子，坚持“三会
一课”制度、村干部坐班制度等。环境
好了，设施全了，干部坐班正常了，村
民办事方便了，人气自然也就旺了。
帮扶期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成

为张宇航坚强的后盾，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宋远方亲自抓，负总

责，多次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到南肖家
村进行实地调研，专门抽时间面对面、
手把手向张宇航传授扶贫工作经验做
法；常委会党组先后5次召开会议专题听
取扶贫工作汇报和研究、部署、推进扶贫
工作；还先后19次到村进行实地调研、项
目考察，积极主动与政府相关部门对接、
联系人大代表和相关企业，共同出主意
想办法，协调资金项目帮助扶贫村解决
实际困难，发展村集体经济，先后从有限
的办公经费中拨付了100余万元扶贫资
金，帮助解决村民生产生活困难，助推
村集体经济增收。

惠民生，提升村庄凝聚力

开完会后，张宇航带记者到新建
好的村文化活动中心参观，路上碰到
了开车经过的村民跟他热情地打招
呼，还一个劲儿地要让带个瓜回去吃；
张宇航跟村民说着体己话，聊着家常，
十分热络。
帮扶的根本目的是让村民享受到

好的政策，过上好日子。到村后张宇航
发现，村里基础设施落后，又没有像样
的休闲娱乐场所，晚上和农闲时村民
无处可去，无事可做。针对这些情况，
他开始多方筹措资金，着手要彻底改
变村庄面貌。他邀请山东省规划设计
院对南肖家村进行整体规划，形成了
“一心”“二轴”“三点”“四片区”的区域
划分，为小小村庄绘制了一张高水平
的蓝图，为村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
基础。
如今走在南肖家村的路上，会感叹

于小小的村庄如此整齐划一，硬化路面
上干净整洁，道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
过些天路两边还会种上各种花草；墙上
的彩绘更是一扇扇窗口，展现着南肖家
村百姓生活的美好。这里的一砖一瓦都
融入了张宇航的心血，在他的牵线搭桥
之下，由平度市人大常委会帮助协调修
建了村西1300米水泥路、并对进出村东
西2条近2000米的主要街道铺设了沥青

路面，修建了排水沟和路边石，对村主要
道路进行了景观绿化和植树；机关筹资
43万元修建了村东、村南约600米长的
排水沟；筹资45万元硬化了村内4条道
路，近6000平方米。
在村庄南头新建的文化活动中心

更让这个村显得“高大上”：小广场上
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活动中心配备活
动设施、图书阅览室，还有一间计算机
室。张宇航说，这正是依托人大代表的
力量，由一位代表给建起来的。“为了
帮扶群众，我把所有能用上的关系都
用了。”为建这个活动中心，协调筹措
资金75万余元，包括200平方米的党
员培训室（电脑学习室）、文体活动室、
党群服务站和600平方米的文体活动
广场，并协商市体育局、市教育局捐助
了室内室外各型运动器械及桌椅、书
柜、图书等附属设施。村里原本就有舞
狮的传统，但多年来已经荒废。为成立
村专业舞狮秧歌队伍，张宇航和村党支
部书记每人自掏腰包1500元给村民置办
上行头，重新唤醒了南肖家村拥有70余
年传统的舞狮秧歌队，既丰富了村民文
化生活，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促发展，小小艾草香飘千里

要想让南肖家村有持久的致富之
路，必须要有产业。对于此前村集体几
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村民主要种植
小麦玉米的状况来说，如何扭转这一
局面是一大难题。张宇航想到了一位
从事艾草产业的朋友。“艾草管理容
易，基本上不招病虫害，一年能收割三
茬，效益也不错，为何不试试。”经过与
村“两委”反复研究，决定从土地上做
文章，引进和种植高收益经济作物。经
过市场调研和土壤检测，先后两次带
领镇、村党组织书记赴河南南阳艾草
基地考察调研，最后决定引进发展中
草药艾草产业种植，采用“公司＋党组
织＋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
在南肖家村，一大片艾草长势喜

人，“艾草基本上不用管理，你看等艾
草长起来，下面基本上也不会长草了，
还不招病虫害。”村民肖丕会因艾草种
植而受益，每亩土地能多收1000元，
一年算下来这个家庭因为小小的艾草
能多收万把块钱。
刚开始村民还不太相信这个能挣

钱，张宇航就鼓励村“两委”成员、党员带
头流转土地，利用乡贤做村民工作，最后
由村党支部书记、3名党员和10名群众
共同流转的40亩土地开展了试种工作。
目前，试种的“宛艾5号”试种成功，全年
收割3茬，共收干艾草近60吨，按每吨收
购价格1500元，相比传统种植小麦、玉
米一年两季收益每亩增收800元至1000
元。试种成功后，村民的顾虑消除了，周边
镇村的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咨询；当时不
相信艾草种植能挣钱的村民孙海明现今
成为种艾能手，担任村艾草种植合作社
种管队长和外村推广种植技术员。目前，
周边镇已试种20亩，高密市产业园创业
孵化基地试种30亩，西海岸新区种植110
亩，并加入合作社，统一收割和收购。
田庄镇还注册了“艾香田庄”公众

号，南肖家村成立了艾草种植专业合
作社，投资方成立了山东鲁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并开办加工厂，在村里建
成小型的艾草文化体验馆，结合艾草
文化宣传、艾草产品体验，逐步开发艾
草产品。去年12月14日与南阳市卧龙汉
草艾绒厂联合生产的15种产品在青岛国
际会展中心展销。近期，与山东某饲料厂
签订供销合同，增加了1台专门为饲料厂
生产艾粉的设备，年生产艾粉能力3600
吨，拟打造山东省唯一的专供饲料厂的
大型艾粉厂；打造山东省“艾草特色产业
示范村”、山东省最大的“饲料用艾粉加工
厂”。后期拟举办南肖家村艾草文化体验
节，推广展示南肖家艾草产业文化。在张
宇航的带领下，村集体经济摆脱空壳
化，一年增收8 .04万元，为村集体未来
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张宇航说，未来村
里还想继续深化艾草产业，以此带动
大健康特色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
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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