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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安守训:

挥别小甘露 是件很难的事

2018 年 4 月 15 日下午，濮阳县
习城乡小甘露村党支部书记鲁世周

将一份有着 3708 名村民签名和按着
红指印的留任书，郑重地交给了该村
驻村第一书记安守训，并指着其中几
处说：“这个最小的指印是刘美家刚
出生一个月的孙子按的；这个最清晰
的指印是赵香竹按的， 她双目失明，
名字是他人代签的；这个稍轻的指印
是鲁守法的，他刚干完农活，手没来
得及洗就签了字按了印；最后两排是
小甘露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安
守训看着听着，鼻子一酸，泪就出来
了。 然后，他径直跑向村委，接下来，
全村人听到了村委大喇叭里他的话：
“乡亲们，我不会，也不能走，我要待
到小甘露村变好，村上全部脱贫才会
离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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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与一个人

这个村，叫小甘露村。 依傍着滔滔黄河的小甘露村
位于濮阳县习城乡 ， 在豫鲁两省交界处黄河下游的滩
区北侧 ，仅距黄河一公里 ，与山东省隔河相望 ，2016 年
前 ， 这里是濮阳市最大的滩区贫困村 。 有村民近 4000
人，耕地 5600 亩、林地 400 亩、池塘 300 亩。村子美丽而
多难 ，小浪底水利工程竣工前 ，每到汛期小甘露村都面
临被黄河吞没的危险 ，往往是十年九淹 ，多少年来 ，一
直被贫困困扰。

这个人，叫安守训，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分局民警，小
甘露村驻村第一书记。

安守训，从 2016 年 6 月 21 日入驻小甘露村，至今已
有四个多年头。这期间，他顶风雪，冒寒暑，踏泥泞，夙夜兼
程，步履匆匆。 安守训倾力推动与全面指导着小甘露村的
脱贫攻坚和挖掘保护历史文化的每场战役。 今天，小甘露
村彻底告别了贫困。而仅 39 岁的安守训，以人生最好的年
华，换得小甘露村最幸福的容颜，房子新，环境美；他以一
腔热血激活了村里的百业兴，村民有事干，有钱赚。

这个村可谓千年巨变，这变化，写在了小甘露村每个
村民的笑脸上；这个人变得皮肤黝黑人消瘦，并新增了半
头白发。

“昔日甘露落河滩，十年九年淹，家家是危房，户户无
余粮，桥断路不通，生活全靠天。 无村室、无新房，学校烂、
路常断，村里光棍成大片……”这是从很早起，村里老艺人
常常落着泪吟唱的莲花落。 “如今濮桑间，美名处处传，吃
穿不用愁，危房变新楼，校园传欢笑，人才往回流，闲懒知
了羞。小病不出村，大病看得起，人居环境好，青滩绿水俏，
感谢党恩情，圆了千年梦。 如今小甘露，人人比赶超，撸起
袖子干，勤劳传孝道。”这是今天村里老艺人脸上堆着笑吟
唱的莲花落。

这四年，小甘露村的变化翻天覆地，补齐了一块块发
展短板，解开了一个个脱贫死结。 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全
部完成，危房全部改造或修缮，村里 137 条胡同、12 条道
路全部硬化，优秀传统和红色文化被充分挖掘，新建了学
校和工厂，不少外出的家乡人纷纷返乡创业，养殖、种植业
和工业产业蓬勃发展。 村民富足，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
有所教，村里年集体经济由零提升至 23 万元，人均纯收入
由 2016 年不足 4000 元上升到 2020 年上半年的 14991
元，村民们有了足足的底气与自信，这是小甘露村有史以
来第一次。

安守训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要走了。 村民不舍挥别，

要走的人也不忍挥别。
黄河涛声依旧，小院蝉声如鸣。
2020 年 4 月 19 日上午，有着 60 年党龄、81 岁的小甘

露村原村党支部书记赵铁刚，在自家院子里琢磨着给即将
离开的驻村第一书记安守训写信———这封信，他是受了全
村 3708 名村民的委托。 阳光下，他的回忆一幕幕，可是，有
个故事他没有忘记。

那是 2016年 6月 3日上午，正在濮阳市人民医院调解
医患纠纷的安守训接到了市公安局华龙区分局党委的电话

通知，选派他为濮阳县习城乡小甘露村驻村第一书记，并交
代尽快完成工作交接。随即，安守训对一起参与调解工作的
濮阳市人民医院副书记陈水怀说：“陈书记， 我即将任驻村
第一书记了， 咱医院能否为我所驻的贫困村免费解决一批
老人的体检问题？ ”陈水怀满口答应，而当他知道安守训所
驻的村是小甘露村时，当即拒绝。 陈水怀直言不讳：“濮阳市
辖区内别的村都好说， 就是小甘露村不行。 我了解村上情
况，这个村不但因土地纠纷与邻村发生过矛盾冲突，而且长
期‘两委’班子不健全，是濮阳市有名的贫困村和乱村，还是
敬而远之吧。 送你句话：推掉这个驻村第一书记，若无法推
掉，驻村期间不求有成绩，能稳妥返回即是大成绩。 ”此时，尚
未正式赴任的安守训没有想到，小甘露村竟然“名声”在外。

勇于挑战和突破自己的安守训，有着天生的倔强。 面
对将要上任的驻村第一书记岗位，他发誓，在任期内一定
要扳回小甘露村在外的名声：“不破楼兰终不还！ ”

…………
老支书赵铁刚的信写了一整天， 最后没有忘记交代：

四年过去的今天，小甘露村已是富足、和谐、忙碌的美丽村
庄，且声名远播。

千年厚积小甘露

2016 年 6 月 21 日，酷暑热阳开始的第一天，安守训踏
进了小甘露村，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农村工作。在村上转转，
从东到西，村里村外，村子很美，像极了容颜秀丽的姑娘，
只是气色黯淡，没有精气神。 这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加
上受水患影响，多少年来，村子一直深陷贫困。 全村 973 户
中有 485 户 1264 人在贫困线上挣扎。

“一圈转下来，我的心像被扯拽着，疼得很。可是，瞬间
就平复了。 村子不穷让我来干啥？ 扶贫，哪有容易的路子
走？ ”安守训暗下决心，要把小甘露村的幸福扛在自己肩
上。

每天清晨 5 点钟， 安守训准时跑步到黄河岸边晨练。
有一天，他被浑厚悠长的黄河号子声带到了九曲黄河冲积
的甘露湾。原来吼黄河号子的是位年近 70 的老人，他住在
附近村子，叫魏永亮，曾是位老艄公。

“我在黄河边过活了大半辈子， 划船接送往来百姓几
十年。咱黄河边儿的老百姓福来源于水，祸来也源于水。小
浪底黄河水利工程完成后，这里的百姓少了水患，但却没
有摆脱贫穷，穷日子咋就没个头儿。 ”魏永亮老人对安守训
说，“小甘露村是黄河滩最穷的村， 也是穷人最多的村，更
是黄河滩脱贫任务最重的村。 滩区有个说法，小甘露村若
是脱了贫，黄河滩就不会有穷人了。 年轻人啊，扶贫先扶
心，你若让小甘露村富起来，黄河滩就换了天。 ”

安守训久久蹲在黄河边，想着老人的话。 河风卷着波
浪滚向天际，涛声此起彼伏。安守训的内心汹涌澎湃：一定
要让这奔腾不息的滔滔黄河水， 成为小甘露村幸福的源
泉。

安守训开始全面摸底。
2016 年 7 月，天总下雨。 安守训披着雨衣，穿着雨鞋，

白天晚上连着到村民家里走访、谈心。经过调研，安守训发
现，几乎所有的贫困村民都有一个特点，思想穷。村民因穷
看不到希望，没了自信，提不起心劲儿。

这不行！ 不是有了希望才提着劲头干，是提着劲头干
才会有希望！

初来乍到，安守训时常听到村民们的风凉话。 “送些米
面油，再喝几顿酒，做个样子转身走，这就叫扶贫吧。 ”“这
会儿这么提劲儿，待不长，不信走着瞧……”

贫困村的帽子多少年没摘掉，群众麻木了，党员们也
在观望，他们认为安守训的到来不过是走走过场。 听到这
些，安守训啥也不说，反而乐呵呵地跟村民打招呼，跑村民
家里聊天。 他心里明白，老百姓只看真格的，喊口号、表决
心，没用！

镶嵌在黄河岸边的小甘露村，在黄河的哺育下，已经
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从小甘露村悠久的历史价值中挖掘村
民们的文化自信与自豪感，成了安守训开展的重要工作之
一。

小甘露村的村名源自《道德经》中的“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这片土地盛产九尾白狐，它
不仅是庄周钓于濮水、师延东投之地，还是禅宗一支临济
宗创始人义玄的出生地， 它曾隶属于青丘、 离狐和南华。
《水经注》上记载，濮水系指源于黄河、济水的两支在长垣
汇合后东流至东明、濮阳的一段，这段濮水是“桑间濮上”
之濮，是“师涓受新声”之水，还是濮阳得名之源。 “桑间濮
上”意为桑间在濮水之上，为古代卫国地方，即为濮阳。 “桑
间濮上”是“濮阳”的文化源头，濮水河仍在流淌，但“桑间”
却难觅求。

“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 我是看着村西南地里的那棵
年代久远的老桑树长大又变老，但是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棵

老桑树竟有这么大的价值。 安书记有双慧眼啊，他一来就
盯上了这棵大树。 ”95 岁的村民鲁尚山老人提到的这棵老
桑树，树干很粗，树冠庞大，沧桑遒劲，但年代不详。安守训
想，历史上黄河水泛滥改道，滩区内竟能留下这样一棵古
桑树，一定是个传奇。 他先邀请濮阳市林业部门的专业人
员对古树进行勘测，古桑树树围 2.8 米，树冠 15 米。 市林
业部门人员表示，根据桑树生长规律，能够达到如此树围，
在濮阳市乃至中原地区都前所未有。 随后，安守训走访村
里 80 岁以上村民并对桑树所处地形条件进行研判， 初步
判断古桑树的年龄超过了 1000 年。 勘测结束后，市林业部
门当场决定对小甘露村的古桑树进行拨款挂牌保护。 接
着，他又邀请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濮阳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小江来村里对古桑树进行多

方位研究，以便从中挖掘出小甘露村更多的历史故事。 经
过多方多天研究，刘小江提出：“儒家文化落卫地，卫风传
承古桑载。 ”这棵古桑树，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活化石，
一定要保护好，从做好小甘露村文化扶贫工作，来推动脱
贫工作的早日完成。

接着，安守训又召集全村 70 岁以上村民召开座谈会，
进一步搜集小甘露村的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除了小甘露
村的村名渊源和千年古桑的挂牌保护，细心的安守训还找
来证据，确定了鲁姓是当地古老的原住民。

小甘露村有鲁、侯等 13 个姓氏，其中鲁姓占村庄人口
的 70%，鲁姓老人们称其先祖是在明朝从山西洪洞县迁过
来的，村内族谱也是如此写的。 当安守训领着鲁姓老人们
来到鲁姓祖坟的石碑前，指着碑文一一告知，这块石碑立
于 1368 年，即明朝建立的第一年，当时整个濮阳地区经过
战乱仅有 8 姓，而立碑时碑主人已逝世近 300 年，碑主人
在北宋中期已在小甘露村长期生活，而族谱却是近代补写
的，600 多年前的石碑和近代的纸质族谱哪个更靠谱？ 小
甘露村的鲁姓群众不但不是山西迁民，而是中原地区的古
老原住民。

村里的鲁姓老人们开始对这位有才华敢作为的年轻

书记信服和佩服。
安守训得空就向村民讲小甘露村的历史沿革和发展

渊源，同时积极倡导搞鲁氏文化研究。
“安书记倡导对古桑保护建设和鲁氏文化研究， 极大

地鼓舞了小甘露村民的文化自信和致富信念，奠定了深厚
的民意基础。 ”河南省鲁氏文化研究会会长鲁占盈说。

2020 年 4 月 19 日，正是节气中的谷雨，来自豫鲁两省
20 余个鲁姓村庄的代表聚集在村西头的千年古桑树前，
摆起了大鼓。 他们要赶在谷雨祈求今年五谷丰登，以传统
鲁氏拜祖仪式，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一周后，安守训
接到濮阳市文化部门通知，《小甘露村名故事》《桑间濮上
来源》《颛顼制历台传说》均被批准为濮阳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小甘露村，这个黄河岸边的古老村庄，淤积的文
脉被打通了，那千年流淌的文明与滔滔黄河相连，在这个
伟大的新时代里被激活，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2020 年 3 月 11 日， 住在濮阳市城区的 93 岁退休校
长鲁明健， 把自己一个月的退休金让儿子鲁世京帮他购
置一批防疫物品送到小甘露村交到安守训手里。这几年，
鲁明健老人健忘了很多人和事儿，可老人记住了安书记。
原来，安守训在搜集整理小甘露村红色故事时，发现小甘
露村的群众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刘邓大军渡黄河的故事。
经调查，目前，当年少年儿童团成员中还有 13 人生活在
小甘露村，平均年龄 88 岁，而鲁明健老人就是当时少年
儿童团团长。 没多久，安守训整理出了《小甘露村少年儿
童团员的烽火岁月》。鲁明健老人将这篇文章压在了玻璃
板下，品读回忆那段红色记忆。

小甘露村东头就是当年刘邓大军过黄河时的一个渡

口。 据村上 85 岁的鲁善岭回忆，1947 年，刘邓大军过黄河
时，小甘露村的少年儿童团先后组织 300 余人，为刘邓大
军拉船。他记得，当时他和村里 140 余名少年儿童团员、群
众，将一条三四十米长的大船拉了足足 5 天，才把船拉进
黄河里。当年的少年儿童团员在世的仅有 13 人了。安守训
让老人们参与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他们出面协调邻里纠纷
或家庭矛盾，定期组织传统教育课，每月轮流为村里小学
讲解小甘露村的历史故事，从民国时期的陈旧往事，到新
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小甘露村少年儿童团的事迹，同学们听得如痴如
醉。 村小学鲁树同学说：“听爷爷们讲故事，才知道英雄离
我们这么近，才知道我们小甘露村很了不起！ ”

随后，在安守训的倡导与带动下，挖掘小甘露村的历
史渊源、古桑树保护、鲁氏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少年儿童
团……安守训融入到了群众当中， 很快把群众的心拧到
了一起，接下来就是如何帮助村民致富。

丰富的历史文化渊源，为小甘露村打造文旅古村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

让产业扶贫挑大梁

为科学地规划发展小甘露村，安守训十几次往返河南
大学，用诚心感动了中国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田
丰韶教授，让河南大学全程支持与参与小甘露村的智力脱
贫工作。河南大学智囊团队利用大数据为村庄制订出详细
的发展规划，小甘露村还成了国家级课题“扶贫开发过程
中的贫困农户行为研究”项目观测点。

小甘露村大多靠土地为生，依靠传统种植业，一年两

季粮食：小麦、玉米。 村民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村上外出
打工的有 600 余人，涉及 400 余户。 村内缺少产业支撑，有
强烈想脱贫的村民，但苦于没有资金。 曾有返乡的村民在
村上投资过项目， 终因受限于交通、 市场和营商环境，
导致血本无归， 无人敢提发展产业了。

安守训驻村后， 和村党支部书记鲁世周开始与党员
和在外发展的乡贤沟通座谈， 首先把脱贫攻坚与基层党
组织建设有机结合， 调动在外乡贤的积极性， 增强支部
和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和模范带头作用， 营造
好小甘露村产业发展的良性氛围。

该村村民鲁喜盈在外地承包建筑工程， 用工上百人，
热心村上公益事业。 2018 年 5 月， 安守训联系鲁喜盈，
并辗转多地见到了他， 告知他家乡正如火如荼搞脱贫攻
坚， 跟他讲了回乡创办企业的优惠政策及用工优势。 鲁
喜盈被打动了， 他核实了解情况后， 积极地做了准备工
作， 于同年 12 月， 在小甘露村投资千万元， 建成占地近
3000 平方米的食品加工厂， 企业不仅大量使用当地的原
材料， 而且安置了本村和附近村庄近百名村民就业。 两
年后的今天， 鲁喜盈的企业成为当地知名食品企业， 产
品畅销省内外。 在鲁喜盈的带动下， 村民鲁亚云、 孟亚
茹夫妇把在山东的假发加工厂也搬回小甘露村， 用工 30
余人。 随后， 小甘露村家具厂、 服装厂、 雨衣厂、 中医
贴加工中心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陆续在村庄扎根成长， 吸
纳村庄和周边的闲散劳动力就业。

“因地制宜， 创新思路方法， 提倡贫困户与企业捆绑
经营收入， 做好项目精准”， 这是安守训 “产业扶贫” 的
创新理念。

安守训与村委班子成员继续乘风破浪 ， 通过协调 ，
2019 年 8 月， 小甘露村集体投资 20 万元成立金银花深加
工中心， 让脱贫村民种植金银花， 企业免费提供技术指
导、 免费提供种苗， 并统一收购。 金银花收获后， 其收
入将每亩最低达到 7000 元 。 目前 ， 已有 120 户群众的
500 余亩土地接受种植金银花， 预计年收入 300 余万元。
同时， 村集体引导群众种植了 50 亩中药材作为新的产业
试点。

在繁杂的工作中， 安守训强调 “授人以渔”。 针对小
甘露村多以种植粮食作物和养殖羊、 猪为主的现状， 安
守训邀请农业种植、 养殖专家来村进行指导， 以培养种
养能手、 经营能人， 推动建成了规模化养殖企业 10 家、
百亩以上种植大户 13 户。 同时， 积极推进增产到户、 精
准资金扶贫， 结合小甘露村内和周边有大量草地、 林地
的特点， 引进了养鸭、 养鹅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养殖业
种类， 推广规避养殖风险的技术。

多年来， 小甘露村 “两委” 班子不健全， 根本无法
适应各项工作。 安守训的到来， 不仅激活了小甘露村民
的干劲儿， 村子方方面面都有了起色， 产业项目四处开
花。 在外做生意的村干部回来了， 在城市打工的生产组
长返回村里了， 大部分党员也回村发展企业了。 小甘露
村党支部被濮阳市委评为 “五好” 村党支部， 村庄被申
报为濮阳县级党建示范村。 一件件惠民实事的落实， 改
善了农村基础设施， 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 干群关系更
融洽了。

产业激活了小甘露村， 就业带富了小甘露村。

3708个红指印

2018年 4月 15日下午， 濮阳县习城乡小甘露村党支部
书记鲁世周将一份有着 3708名村民签名和按着红指印的留
任书， 郑重地交给了驻村第一书记安守训， 并指着其中几处
说：“这个最小的指印是刘美家刚出生一个月的孙子按的；
这个最清晰的指印是赵香竹按的，她双目失明，名字是他人
代签的；这个稍轻的指印是鲁守法的，他刚干完农活，手没
来得及洗就签了字按了印；最后两排是小甘露村‘两委’班
子成员的……”这么多熟悉的名字，每一个人都在他心里住
着。 安守训看着听着，鼻子一酸，泪就出来了。 然后，他径直跑
向村委， 接下来， 全村人听到了村委大喇叭里他的话：“乡亲
们，我不会，也不能走，我要待到小甘露村变好，村上全部脱贫
才会离开。 ”

那天，安守训决定留下来。
2018 年 9 月 11 日， 小甘露村 “五保” 贫困户鲁根法

的危房终于拆掉重建了， 这也是村里危房改造项目进行
中难度最大的一个。 年近 70 岁的鲁根法已在他的旧式泥
砖房内住了近 60 年， 房屋摇摇欲坠。 每逢下大雨， 村民
们担心其房子倒塌， 就拉他去邻居家躲避。 而鲁根法却
认为房子是祖宗留下来的， 加上自己无儿无女没牵挂，
哪怕是危房也不愿意拆了重建。 村 “两委” 班子成员多
次对鲁根法做工作， 告知危房改造项目国家补贴盖新房，
但没有效果。 后来， 安守训邀请 95 岁的村民鲁尚山做鲁
根法的工作， 老人用拐杖指着鲁根法的额头说： “小侄
子， 你这是想干啥？ 政府免费给你盖新房， 这是多好的
事情。 你要是真砸死在老房子里， 只能怪你没本事， 你
怎么见先人啊？” 鲁尚山又召集鲁根法的几个近门侄子，
商量好谁愿意为鲁根法养老送终， 谁就可以继承鲁根法
的宅基地和房子， 最后挑选了其中一个忠厚孝顺的侄子。
“后来， 鲁根法看到鲁尚山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愉快地
答应对自家的危房进行改造 。 脱贫工作就得做到这么
细。” 安守训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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