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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传林 记者 赵汗青 文 /图

“农村，是大有可为的人生舞台；农业，是充满希
望的广阔天地；农民，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坚强
脊梁。我坚信：我的事业就在这里，我的梦想也在这
里！”45岁的安徽省地税局选派干部杨传杰从2004
年开始，先后四次报名，进驻三个村，八年之久，得到
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数百户村民甚至按下红手
印请其留任。

从架桥修路、村务公开，到带领村民走上致富
路，杨传杰在沈浩精神的引领下，谱写了新时代共产
党员的又一曲华美篇章。

运动能代替药物，药物不能代替运动。

”
健康快乐周刊

467户村民按红手印挽留一位村支书
——记安徽省选派干部杨传杰

2004 年，安徽省地税局普通干部杨传杰响应省
委号召，作为第二批选派干部来到位于大别山深处的
岳西县木冲村，任村第一书记。

回忆起当年的举动，杨传杰坦承：“2004年年初，
组织找我谈话，准备选派我到农村去任职，我爽快地
答应了。其实，我心里有个‘小算盘’：想趁年轻捞点
基层锻炼的资历，回来后看能不能进步得快一点。”

基础设施落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欠
债高达430多万元的贫困现状，上任第一天村部就被
前来讨债的村民团团围住，如此场面让杨传杰尴尬不
已。

当晚，杨传杰召集村“两委”开会，终于弄清了村集
体欠债高达430万元的原因所在。当年举债兴办2家
乡镇企业，现在2家企业早已停产，但留下的经济包袱
却一直压在全村老百姓的头上。

经过仔细梳理，杨传杰想出了对策。两个月后，
木冲村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通过公开拍卖麦芽厂，
不仅消化了债务，解决了原企业职工的工资拖欠问
题，还为村集体新增收入28.6万元。同时将五金厂租
赁，这样一来，村集体每年又可增加 2 万元收入。此
外，引进投资成立村工艺被制造公司和石材加工厂，
建立了木冲村经济发展协会，下设茶叶、养猪和种植
业三个分会。

杨传杰带着协会负责人跑市场，帮助群众销售茶
叶100多万元，指导村民科学养猪，3年累计实现销售
额1000多万元，帮助村民增加收入100多万元。

3年任职期满，杨传杰为木冲村共争取项目资金
280多万元，全村人均增收近900元。

从地税局下派干部到新任村书记，杨传杰感慨
道：“村官不算官，干好确实不简单。”

“村官不算官,干好确实不简单”

离开木冲村回到机关后，杨传杰的工作和生活回到
了原先的轨道。可杨传杰的眼前总闪现出与选派村党
员群众一起艰苦创业的情景，耳边还时常萦绕着临行前
乡亲们的期盼和叮咛。

2009年，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因积劳成疾，倒在岗
位上。作为沈浩好兄弟、同一批到村任职的杨传杰，那
一段时间思考了很多，他想念沈浩，“他留下的遗产太
多，人的价值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实事，但无论
在什么岗位，都要珍惜健康。”

2010年，当安徽省委发出选派第四批干部到村任职
的号召后，杨传杰又在第一时间主动向单位领导提出了
申请。他被组织上派到偏远的涡阳县小辛村担任党总
支第一书记。

针对小辛村组织建设薄弱、干群矛盾突出的情况，
杨传杰和村委会及党员代表商量，决定先从阵地建设入
手。当时帮扶资金还没到位，他就把自家的积蓄拿了出
来，又从亲戚那里借钱，凑了 35 万元带到村里，先行垫
资用于建设村部。两年里，他们修路、打机井、建涵桥，
招商引资建设巨龙建材公司和晨丽服装厂，帮助村里
300多名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

2012年3月，到杨传杰离任的日子。让他没有想到
的是，像当年小岗村村民挽留沈浩一样，小辛村467户村
民集体摁下红手印，请求省委组织部留他再干一届。村
民都说“不要项目不要钱，只留杨书记再干两年”。

面对群众的信任和挽留，走，还是留下？ 杨传杰最
终还是留了下来。

467枚红手印挽留一位村支书

2014年9月，杨传杰在小辛村任职期满，儿
子在同年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任期结束的他终于
可以和妻子团圆，安心回城工作。可令人想不到
的是，在省委发出第六批选派干部的通知后，杨
传杰竟然再次向组织上报了名。

“老婆很不理解，说老在农村干有什么意
思，家里一点都顾不上，问我到底图啥？”杨传杰
说，但亲人的劝阻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心，他依然
报名。

第四次选派，杨传杰任职的是国家级贫困
村太湖县晋熙镇九龙村。

上任第一天，杨传杰召开村“两委”座谈会，
通过一个月的走访，对村情村况有了大体了解，
他在心里描绘一个工作轮廓，首先是九龙村的
基础设施亟待改变，村里一条约3公里的九龙主
河道涉及 1500 多亩稻田灌溉，需要治理；41 口
塘需要清淤整治……

针对这些问题，杨传杰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经过深思熟虑，杨传杰认为首先要解决
道路问题，这需要争取项目资金解决；其次要
解决党组织阵地建设问题；再次是发展经济，
加强村里的种植养殖经济。

四度选派，将“根”深扎农村

“我这一批两万六千只鸡出栏，利润就是八
九万，以前外出打工一年最多才赚一两万块钱。”
九龙村村民韦大建指着栏里的鸡苗兴奋地说。

以前是贫困户的韦大建想搞养殖，但怕风
险。在杨传杰及村委的支持下，韦大建贷款建
起养鸡场，在村委的撮合下，韦大建和浙江某公
司进行了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今年2月份开
始养鸡，目前已获利近十万元。

韦大建的养鸡场在山上，运输成了大问
题。杨传杰四处找资金，最终用 11 万元修起了
这条 380 米的山路；九龙村的何岭养猪场，年利
润近百万，可也是因为没有道路，出货成问题。
杨传杰找到省移民局要求资金支持，这条 500
米的道路也通车了……

“要给有条件能发展的村民创造条件，他们
能更好地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样也就能扶植
起农村产业。”杨传杰说。

杨传杰做实事的作风也影响到了周边的很
多干部。“他太忙，工作激情太高，我给他打过几
次电话，从没一次说在家里。有的领导开会时
拿他举例子，传杰能做到，你们做不到吗？”太湖
县委组织部农组办主任潘茂仁说。

实干作风引领周边干部

杨传杰与大家一起劳作

杨传杰在养猪场了解情况

杨传杰在养鸡场与养殖户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