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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新气象 展现新风貌
——通榆县边昭镇铁西村走笔

李桂华

在鹤乡小城通榆县的温柔怀抱中，镶嵌
着一颗璀璨的明珠——边昭镇铁西村，它静
卧于县城南大门，村旁近百年的四洮铁路见
证了这里从荒芜到繁荣的华丽变身。

9年前，这里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村里
困 难 人 口 111 户 195 人 ，占 总 人 口 数 的
3.59%，人均收入多在2700元以下，村集体账
户几乎为零。如今，村集体收入达100.28万
元，人均年收入1.7万元。

9年前，这里是“盐碱地白花花，种子化
肥不少搭，辛苦一年收不了啥”，如今，这里

“旱可灌、涝可排、田成方、路成行”，旱涝保
收。

9年前，这里的村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全
家坚守一亩三分田。如今，这里的村民手捧
书本闻书香，传递着精神共富的食粮。

软弱涣散的“落套村”为啥摇身一变成
了美丽宜居的富裕村？近日，笔者深入铁西
村，探寻该村是如何走出一条“农业起家、工
业发家、文明兴家”的独特路径，将乡村振兴
的宏伟蓝图织成绚丽多彩的美好现实。

治穷求富天地宽

从通榆县城出发，沿着长白公路约10余
公里，远远就看到坐落在公路左侧的昭福家
园小区：一排排崭新的六层小楼、独具特色
的绿化景观，道路整洁，超市、村级活动室、
卫生室一应俱全。一个原生态与现代气息
融合的居民楼区正焕发无限生机。

在小区门口，笔者遇见了昭福家园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吕晓明，回忆过去，他思
路清晰、感慨万千。

2016年，铁西村与腰围子村、五井子村
共同实施易地搬迁，成立了易地搬迁三村联
建项目。搬迁之前，由于铁路阻隔交通，涵
洞夏季积水、冬季积雪，居民出行不便；村民
收入微薄，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家家户
户居住泥土房、砖瓦房，环境简陋。

搬迁之后，村民家家住进亮堂堂的楼
房，有宽敞明亮、环境优美、设施完备的新居
和村部，绿化、硬化、美化、亮化配套设施齐
全，配齐村级卫生室和文化娱乐广场、标准
化消防设施、专业消防器材，组建物业安保
消防队伍，形成覆盖新区、辐射区块的消防
安全网。安全饮水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广播
电视实现户户通，宽带网络实现全覆盖，村
民的幸福感节节攀升。

要想富，找出路。易地搬迁让铁西村搬
出了新希望。拆旧区复垦出 50公顷高标准
农田，如今的耕地田成方、路成行，不仅提高
了机械化使用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平
均亩产增加100斤左右。目前全村共有抗旱
灌溉井102眼，有效灌溉面积680公顷，占全
村耕地面积的 60%，提高了耕地的抗排能
力。

过去的铁西村，地势高低不平，耕地不
同程度存在盐碱。不甘现状的铁西人开始
尝试“换地”。2021年，铁西村迎来了省城的

“贵客”——吉林大学崔金虎教授，崔教授亲
自坐镇，在土壤改良、种植结构调整、新品种
引进、新技术推广方面进行全面指导、培训、
实施。那时候的铁西村村民坚信“穷不生
根，富会长苗”，底子薄、土地贫瘠，注定要干
得更艰辛、更漫长……

铁西村认识到，把薄田变成高产田需要
在多年的农耕方法上做文章。他们一直在
思考：怎样在有限的土地里种出更多更好的
粮食？通过崔金虎教授的摸索实践，他们发
现：盐碱地必须改良！通过源源不断地引进
碳粉、河底泥，硬生生地将白花花的盐碱地
改良成黑黝黝的产粮田。如今，靠农业起家
的铁西人腰包鼓了，但他们又把致富的目光

投向工业。

强村富民笑开颜

易地搬迁后，大批农民逐渐从土地上转
移出来，从事二三产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2018年，村里建起第一个私营企业——
通榆县永峰制衣有限公司。

加工车间里，上万片裁片堆成一座座小
山，在 20多个工人堆里，笔者找到了正在裁
剪的经理王军永。见到笔者，王军永打开了
话匣子：“这批货是即将发往国外的订单，工
期比较紧，所以我和工人每天都忙得不可开
交。”

王军永生长在边昭村，17岁随父母到河
北从事服装生产工作。2018 年，积累一定
经验的王军永听说家乡发展得特别好，而

且回乡创业还有政策支持，决定返乡创
业。

那一年，王军永投资 30多万元，购买了
服装加工设备，在易地搬迁三村联建小区昭
福家园成立了通榆县永峰制衣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棉服、休闲服等加工制造。同时，还
从事品牌服装设计、生产、加工、销售等。从
外出务工做裁剪工人，到注册成立公司，尽
管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波折，但是
王军永凭借勤奋、执着和聪慧，用努力和
实力证明了自己，并带领村民走上致富的
道路。

2019年 6月，永峰制衣有限公司被评为
“通榆县就业扶贫车间”，累计带动就业 208
人次。目前，车间年产量 7万多件，年产值
200多万元。技术成熟工人每月可生产成品
服装300余件，月工资2500元左右。

头雁领富众雁随

近年来，铁西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
牢把握农村工作主动权。充分发挥党支部
的政治引领功能，积极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组织村集体和群众以资金、土地、劳动
力等入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盘活零散土地才能唤醒沉睡的资源。
2021年 3月，铁西村在全县率先注册成立昭
福家园种植专业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担
任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注册资金100万元，
实行股份合作制，村集体、村民等入社成员
按比例持有合作社股份，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入股方式为土地入股、资金入股和劳动
力入股。

铁西村以复垦出的 50公顷高标准农田
入股合作社，占比 79%；共吸纳 33名群众以
土地和资金等方式入股，占比 21%，入社群
众数达到全村总户数的18.4%。合作社实行

“积金积累、交易量返还和股金分红”的利益
分配制度。村集体复垦土地入股合作社后，
每年可增收25万元左右，合作社提取积金的
20%用于自身发展壮大后，按照“保底收益+
二次分红”的模式，将剩余收益全部按股返
还村集体和群众，形成村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共同体，改变村集体将资源简单发包租赁的
低层次发展模式，打破小农户单打独斗的分
散经营状态，通过规模经营，激活各类生产
要素，推动了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最大限
度地提高群众收入。

和谐共筑新家园

为帮助搬迁群众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
活，铁西村通过强化党群服务中心建强党组
织，实行“网格化”管理，整合各方资源，全方
位、立体式、多角度服务群众。

铁西村将搬迁群众以楼为单位划分为
网格，整合社区“八大中心”管理人员和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力量，推选出责任意识强的
搬迁群众担任网格员，小区第一书记和村党
支部书记是一级网格长，各社主任是二级网
格长，楼栋长是三级网格长，网格员直接包
联到户，既方便了群众办事，也利于社区管
理。同时，为网格员免费配发移动终端，并
积极组织社区网格员对安康综治APP操作
进行测试培训，有效提升网格员履职尽责能
力。另外，以“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为
载体，邀请社区老党员、老乡贤、老教师参加
社区党支部活动，大力开展“优秀网格员”

“十星级文明户”“大美边昭人”“干净人家”
等评选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教育引领作用。

结束采访，笔者深刻感受到：文明乡风
浸润着每名铁西人，家家户户焕发新气象，
展现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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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乡风浸润每名铁西村民

白花花的盐碱地改良成黑黝黝的产粮田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规模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