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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圆梦的西辛庄实践

我市是国家确定的 “三化融合链接示范区”，涂
料产业资源优势明显。 近年来，我市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要求， 把发展涂料产业作为促进化工产业转型
升级的有效抓手，在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招商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又联合中
国涂料工业协会打造了全国首家绿色涂料产业

园———中国·濮阳绿色涂料产业园（以下简称“涂料产
业园”）。

目前，随着一大批国内龙头企业相继入驻，涂料
产业园发展前景广阔。预计2025年，该产业园主营业
务收入将突破300亿元。届时，一艘体系健全、功能完
备、产值超群的涂料行业“航母”，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短短数年内， 濮阳涂料产业为何能够展现出如此
强劲的发展势头？ 濮阳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刘普军一
语道破：“当前， 涂料行业正面临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
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对此，我们创新思路、乘势而上，加
强顶层设计，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高端化、
精细化、绿色化、循环化的发展新路。 ”

近年来， 我市把发展涂料产业作为促进化工产业
转型升级的有效抓手， 出台了关于推进涂料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成立了高规格的涂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全面促进涂料产业园快速健康发展。

同时，我市与中国石化联合会、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等全国性行业机构紧密合作， 除走出去参加行业协会
的年会、例会外，先后成功举办中国·濮阳涂料产业发
展研讨会、交流会、高峰论坛等活动。 全国涂料行业的
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等应邀参加，围绕国内外涂料
产业现状、发展趋势和我市涂料产业发展、涂料产业园
规划建设进行深入研讨，绘制出涂料产业发展蓝图，为
我市涂料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智力支持。
2016年 7月，我市联合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开始规

划建设涂料产业园， 这是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直接参与
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绿色涂料产业专业园区。 涂料产业
园的建设，为改造提升我市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提升产业层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
全国涂料企业搬迁入园、 涂料行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
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掀开了涂料产业发展新的一页。

涂料产业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绿
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努力创建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绿色涂料产业园，全力打造全国最具
影响力的绿色涂料专业区、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标杆区、边缘变前沿的滩头阵地区。

同时，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与濮阳市建设投资集团、
濮阳工业园区共同设立了中国·濮阳绿色涂料产业发
展基金，基金规模 1.5亿元。 基金的成立，标志着我国
首家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产业基金正式创立，
开创了以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作为双引导的新模式。
基金将为有一定规模和行业影响力的涂料企业及上游

原辅材料生产企业搬迁升级改造提供引导性或过渡性

投资， 为发展壮大我市绿色涂料产业提供雄厚的资金
支持。

背靠大树好乘凉。 近年来，我市涂料产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除了政策、资金、人才等因素的助力，还得益于
我市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

濮阳因油而建、因油而兴，拥有中原油田、中原大化
等 247家规模以上石化企业，化工产业体系完备、门类
齐全，形成了千亿级化工产业集群。

在资源能源保障平台上，我市石油天然气年产 1000
万吨，各类化工产品年产 1068万吨，煤炭储量 800亿吨，
拥有年产 3000万吨的日濮洛输油管线，周边半径 300公
里以内的齐鲁石化、东明石化、洛阳石化年原油加工能
力均超过 1000万吨， 为我市涂料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

同时，我市周边天然气探明储量 1388亿立方米，年
产天然气约 3亿立方米；榆济、中济、中沧、新粤浙豫鲁
支干线等输气管线汇集濮阳， 库容 10亿立方米的文 96
地下储气库建成投用，库容 104亿立方米的文 23地下储
气库年内建成投用，我市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天然气调峰
储配中心。

在产业链条平台上，我市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产
业得到充分发展，具备年产异辛烷 50万吨、酚醛树脂 2
万吨、萜烯树脂 2万吨、橡胶助剂 5万吨、LED封装材料
3万吨、N—甲基吡咯烷酮 3.2万吨、二氧化硫脲 5万吨、
乙草胺 2万吨、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1万吨等的生产能
力，并形成了炼化—烯烃、芳烃—专用化学品、化工新材
料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

在人才支撑平台上，仅涂料产业园所在的濮阳工业
园区就有 2个院士工作站、24个博士后工作站及研发基
地，2个国家级、12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9个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同时，我市还与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2017年 12月， 为给涂料产业园建设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支撑，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涂料工业大学
合作创办中国涂料工业大学濮阳学院。 学院开设涂料工
程专业（方向），涵盖营销、金融、管理、物流、信息化等专
业，实现专、本分层次分阶段办学，培养复合型人才；共同
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共同培养师资、共建实验实训场地、
建立创新中心， 打造中国中西部地区涂料产业高端技能
型应用人才培养基地。

（下转第二、三版）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 ———题记

本报记者 吉子文 杨少军 贺德敬 王金勇 李振涛

本报记者 李振涛 通讯员 张敬勇 吴峰 文/图

———濮阳市涂料产业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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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
追梦人。 ”李连成带领西辛庄群众艰
苦奋斗 28 年，终于圆了温饱梦、富裕
梦、读书梦 、健康梦……西辛庄人的
圆梦之路 ， 也是西辛庄村的振兴之
路；这场历时 28 年的生动实践，对推
动我市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标本意义。
端详这个标本，令人感慨颇多。

推动乡村振兴要有可靠的领路

人和主心骨。 “俺村父老乡亲能过上
如今的好日子，多亏了有一个肯吃亏
又有发展瘾的好支书。 ”村民对李连
成的夸赞是由衷的，也道出了一个道
理：一个村子的振兴 ，如果没有众人
信服的领路人，没有基层党组织这个
主心骨，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因此，必
须努力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

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

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这样 ，才能确
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才
能确保乡村振兴 “一步一个脚步、一
棒接着一棒往前走”。

推动乡村振兴要突出产业振兴这

个重点。西辛庄村的振兴肇始于种菜、
造纸等产业， 而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
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壮大， 并最终形
成多业并举的产业格局。 产业创造财
富，产业决定实力，产业振兴不仅可以
实现温饱梦、富裕梦、读书梦、就业梦，
而且可为实现其他的梦想和振兴创造

条件。要大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把产
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
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

推动乡村振兴要始终高度关注

民声和民生。 西辛庄实践的重要经验
之一，就是“作为党员干部，群众拥护

啥、需要啥，咱们就该去干啥 ”，就是
要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

的追求来实践。 始终关注民声民生，
不断满足群众需求 ， 西辛庄村的振
兴，就是在村民吃饱、赚钱、上学 、看
病、就业、城市有啥咱村里有啥等梦
想逐一实现中，悄然而至。

标本经验，可学可鉴。 但推动乡
村振兴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贯彻落实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的指示精神，
必须认真执行好《濮阳市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推动我市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让更多农民
圆梦，让更多村子振兴。

得春色满人间

本报评论员

乡村振兴的鲜活标本

●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涂料产业发展基金
●创立了中国涂料工业大学第一所分院———中国涂料工业大学濮阳学院

●规划建设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绿色涂料产业专业园区———中国·濮阳绿色涂料产业园
●具备了较为完善的道路、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实现了“十通一平”
●东方雨虹、展辰、龙德洋等国内知名涂料企业已入驻园区，君子兰、嘉宝莉、亚士漆等 8家著名涂料企业即将落地
●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防水卷材生产项目仅用时 7个多月，就实现从开工到投产，创造了“濮阳速度”
●已入驻并即将落地建设的涂料项目概算总投资已超百亿元

如火如荼发展中的濮阳涂料产业。。

3月 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

议现场， 一场有关农民梦想的对话，
在一位来自最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

与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展开。
这位名叫李连成的村支书侃侃

而谈，从农民的温饱梦、读书梦、健康
梦，一直讲到就业梦、环境梦等八个
梦想，自信满满、神采飞扬。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微笑看着

他， 听他讲述农民的梦想 。 总书记
说：“讲得非常生动……这真是我现
在希望听到的。”如此质朴诚挚的回
应和点赞，令亿万农民精神振奋 、备
受鼓舞。

一时间，这位用一口濮阳方言与
总书记对话的村支书、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和他所在的村庄———濮阳县西

辛庄村再次“火”了。
3月 23日，春分刚过，记者再次

踏访西辛庄村。 自 3月 16日从北京
回来，68岁的李连成一刻也没停歇：
向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传达全国两

会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谋划西辛
庄村下一步该怎么走 、 到县区作报
告、接待络绎不绝的到访者……

“总书记说我讲得非常生动。 为
啥生动？实践出真知嘛！ ”与到访者谈
起八个梦想，李连成一脸自信，“八个
梦想是咱村里人的梦想，是在咱村奋
斗中形成的，也代表了亿万农民的梦
想。 大家伙儿要不信，到咱村走走看
看问问就清楚了。 ”

“俺村父老乡亲能过上如今

的好日子，多亏了有一个肯吃亏

又有发展瘾的好支书。”

春分时节的西辛庄村，柳枝抽芽、
百花初放，一幢幢红色屋顶的二层“小
洋楼”整齐有序排列，一条条大道宽阔
整洁，胡同街道一处一景，房前屋后绿
篱环绕，公园内亭台楼阁、湖水荡漾，
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水彩画。

在村荣誉室内 ， “全国文明村 ”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民主法
制示范村”等多块“国字号”牌匾十分
耀眼，耀眼到让很多人往往忘记西辛
庄村的过去。
28年前，西辛庄村到处是盐碱地，

村民年人均收入只有600多元，群众缺
吃少穿，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在村民李文利的记忆中，小时候
别说白面馍，就是高粱面窝窝头也只
能在逢年过节时才吃得上，“能吃饱
饭，就是俺当时最大的梦想”。

穷则思变。 1991年，40岁的李连
成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村
里党员群众看中的不仅是他的勤劳

能干、头脑活泛，最重要的一点是他
“肯吃亏”。

上任后，李连成带领群众干的第
一件事就是圆温饱梦。 他鼓励村民搞
大棚种植，自掏腰包从开封请来蔬菜
种植专家，还主动把自家价值 3万多
元的 3座大棚无偿转让给李文利等 3

户贫困群众。
在李连成的带领、推动下，2年时

间，全村建成 40多座蔬菜大棚，成了
远近闻名的蔬菜生产专业村。 村民吃

不上白面馍的记忆从此成为历史。
光吃饱远远不够。自称有发展瘾的

李连成又把目光放在了发展企业上。
1994年， 他发动 12户群众入股

办起了西辛庄村第一家企业———再

生纸厂。 “咱几个人富了不算富，全村
人都富才算富”， 就在再生纸厂效益
最好的时候，他又苦口婆心做通其他
股东工作，把价值 100多万元的纸厂
作价 68万元转让给了全村村民。

依照“家家有股、户户分红”的思
路，一座座工业企业在西辛庄村拔地
而起：工业用呢厂、纺纱厂、酒厂、纸
箱厂、电光源厂……全村村民过上了
富足的小康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主动关停
了原来的一些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企

业。 今日的西辛庄村正围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朝着医疗康养、乡村旅游
和服务业等方向发展，初步形成了多
业并举的产业布局。 去年，西辛庄村
年人均收入 3万多元， 较 1991年增
长了近 50倍。 产业的兴旺，不仅让村
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梦，而且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落户西辛庄村。

“俺村父老乡亲能过上如今的好
日子，多亏了有一个肯吃亏又有发展
瘾的好支书。 ”李文利感慨不已。

“现在俺村除去个别没劳动能力
的之外，全村没有一个闲人。 在村里
务工的外地人也有好几千，并且不管
是教育、医疗，还是水、电、气补贴等
方面，都享受与村民同样的待遇。 ”李
连成颇为自豪。

“作为党员干部，群众拥护

啥、需要啥，咱们就该去干啥。”

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之后，李连成
和村民开始有了更高的梦想。

西辛庄村过去缺校舍， 村里一、
二年级的孩子要在村民家的牲口棚

或磨坊里上课，大点儿的孩子要跑几
公里到外村读书，很多孩子初中没念
完就辍学了。

“我这辈子就吃了没文化的亏 ，
坚决不能再让下辈的娃们当 ‘睁眼
瞎’！ ”在 1995年的一次村党员干部
大会上，李连成的话掷地有声，“坚决
在村里建所好学校！ ”他带领村干部
和群众，大干苦干 66天，一座高标准
学校诞生了， 终于圆了村民的读书
梦。
2002年之后，这所学校改成了幼

儿园， 村小学又经历了两次翻建，现
已发展成为有 2000名学生的教育园

区。 除了西辛庄村 70多个孩子，周边
十几个村庄和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

都被送到这里读书。
“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还得搭路

费”，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生动形
象地道出了西辛庄村群众昔日对健

康梦的渴望。
“作为党员干部， 群众拥护啥、需

要啥，咱们就该去干啥。哪怕作再大的
难，也得把村民看病难给解决了。 ”李
连成和村干部达成共识。 2009年，村
里集资 9000多万元兴建的濮阳民生

医院终于落成营业。 医院先后配备了

CT机、 心脑血管造影机等医疗设备，
还聘请大医院专家长期坐诊。 10年
来，医院每年门诊量在 8万人次以上，
住院病人也超过 1万人次。 更令西辛
庄人高兴的是， 村民在这所医院看病
就医，国家医保之外的费用，全部由村
里负担。

“城市有啥咱村里有啥，乡

村振兴不就实现了吗！”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西辛庄村
文化广场上好不热闹：散步的 、跳舞
的、唱戏的……

“热闹吧！ 这多亏了李书记，他想
到俺心窝子里了！ ”西辛庄村文化协
管员贾贵玲说。

“吃饱、富裕 、上学 、看病这些梦
想实现了，村民又有了新想法 ：啥时
候咱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吃饱没事就
遛遛弯、逛逛公园、跳跳舞？那俺就按
村民的想法办，把村子弄成一个大公
园 ，让它有树 、有水 、有鱼 ，还有鸟 。
城市有啥咱村里有啥，乡村振兴不就
实现了吗！ ”李连成的话既朴实深邃
又形象生动。
1998年，李连成带领村“两委”班

子对村庄进行重新规划， 家家户户住
上了“小洋楼”，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自
来水和冲水式厕所， 狭窄泥泞的胡同
变成了宽阔整洁的柏油路， 垃圾实行
专人收集、集中运送。 2014年，村文化
广场投入使用，废旧坑塘也变成了观光
湖。西辛庄村初步变成了公园式生态园
林村。

“公园建起来，人也要站起来。 不
能啥都有了，人心却散了。 ”李连成想
得更多、看得更远。

自上任第一天， 李连成就认定：
“当干部就要能吃亏， 肯吃亏才能众
心归。 ”

在李连成的带动下，村干部每天
早饭前义务劳动 1小时成了传统，村
里的招标更是无一例违纪行为发生。

党员干部的好作风影响着村风

民风。 “这么多年，俺村敬老爱幼的多
了，家长里短扯闲篇的少了 ；主动想
事干事的多了， 推三阻四的少了；搞
封建迷信、打架斗殴的更是一个都没
有。 ”李连成扳着手指，得意地说。

梧高凤必至，境高道自彰。
“办学 3年来， 连成书记来学院

作了 300多场报告， 全国 27个省市
区 3万多名农村党支部书记来到这

里互动交流。 西辛庄村群众圆梦的实
践经验正在辐射全国，为乡村振兴提
供澎湃动力。 ”位于西辛庄村的全国
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党委副书

记、执行院长王连胜深有感触。
“总书记要求我们一步一个脚

印、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我给总书
记表个态：请总书记放心，我宁可把
命丢了， 也要在乡村振兴中为全国
带个好头， 早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梦！ ”李连成的话字字铿锵 、催
人奋进。

行走在西辛庄村的春天里 ，新
时代农民圆梦的赞歌如此悠扬 、动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