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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央、省级多家主流媒体都在报道

临沧市镇康县南伞镇红岩村党总支原书记毕世

华的事迹。除了界务员，其作为致富带头人的身

份尤其值得关注。

小岗位大作用，村干部承担着上传下达各项

政策，带领群众发展农村经济的重任，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对此，毕世华作了一个很好的诠

释。在他的带领下，红岩村委会户户有产业已经成

为现实。

从 2004 年到 2012 年，身为村干部的毕世华带

领大家发展致富，他的一个方法就是，发动大家一

起干。“村委会干部挂钩到自然村，自然村干部负

责到组，组负责到连（9到15户一个连），连负责到

户。”从第一次担任红岩村委会主任起，毕世华总是

用适当的方法，发挥每一个村干部的能动性。“唯有

如此，我才能节约出时间，去思考村里的发展。”

只要想发展，就难免会遇到困难，关键是怎么

想法解决。

正是因为毕世华一门心思为百姓谋致富，在选

择发展一个产业时，才能定下心来，哪怕用一年时

间去动员大家，他都不言放弃。每一个村民都想追

求更好的生活，当他们的年人均收入翻番后，对毕

世华当初的努力也就更加感激在心。

当好一名村干部不易，除了实干还要有远见和

魄力。毕世华说，他最自豪的是把红岩村打造成镇

康县唯一一个户户有产业的地方。

众用水，发展产业，让村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机会很快就来了，2004年5月，25岁的毕世华当选红

岩村委会主任。在参观了镇康县甘蔗种植示范点——白

岩村委会后，他认为红岩村也可通过种甘蔗增收。

原来习惯种包谷，现在种甘蔗前景未卜，还得占

用一部分耕地铺路，有的村民不愿意了。

怎么办？毕世华白天跟着村民一起下地干活，晚

上直接到村民家里住下进行动员。“说破嘴皮子，不

如亲眼看一看。”毕世华意识到带农民去实地考察的

重要性，“我们把邻村种甘蔗怎么赚钱说得天花乱

坠，不如带他们去实地观摩来得实在。”党员干部齐

上阵，最终说服了村里的农户。

即便如此，第一年村里也只种了560亩甘蔗。所

幸次年糖价回升，村民很快发现种甘蔗每亩收入是种

包谷的近4倍，不用动员都主动要求种甘蔗了。

2006年，毕世华先后被派去云南农业大学、华

西村等地学习。“跟各地的精英交流后，我意识到，

边境村要致富得靠山吃山，把地盘活，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才行。”

毕世华带着村委会班子反复商议决定，在海拔

1200米以下种甘蔗，1200米至 1400米之间发展“咖

啡＋澳洲坚果”套种模式，1600米至 1900米之间种

核桃，套种烤烟。

有了发展甘蔗种植的经验，后面的产业发展就顺

利多了。截至目前，在村委会的带领下，红岩村群众

种植了2000多亩甘蔗、15340亩核桃和烤烟、4060余
亩咖啡，套种澳洲坚果。“在我们镇康县，像我们这

里家家都至少有一样产业的独此一村。”毕世华不无

骄傲地说。在他的带领下，村里还修了100多公里的

道路。

“我们红岩村村民，人年均收入 6726元，比以

前翻了几番。2004 年以前，413 户村民不足 20 辆

车，现在户均至少一辆车，最多一户人家有 9 辆

车。”在红岩村委会主任杨文刚看来，毕世华功不

可没。
本刊记者 谭江华■

红岩村所有村民小组都通了硬化路，村里建起

了新学校、医务室，413户村民住进了“小洋楼”，

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100%……

以前，新农合医疗保险每人仅需缴纳10元，村民

们都要发愁半天，现在交多少，他们都不犹豫。毕世

华设想的家家有产业之路，开始见成效，他相信在核

桃树挂果后，未来的路还可以走得更好。

村民龙卫强说，如果不是毕世华，他现在可能

还在外面开着大货车，而不是做咖啡辅导员。“他

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朴实而善解人意的人”。

在龙卫强记忆里，毕世华搞产业发展很拼，是相

当舍得付出的人。“如果你不懂，他就手把手地教，

没有任何保留，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

先实地观摩，再自由选择发展什么产业。在边

境的毕世华，2004年就这么做了。

和毕世华一起长大的杨文刚，自从参选成为武

装干事后，经常跟着毕世华一起走村串寨。“他都

是开着自家的皮卡车，或者骑摩托车去，有时候路

太远，直接在当地住下了。”

杨文刚的印象是，“这个人看事做事比较准”。

“刚入职时，他就跟我说，这几年我们都去看别人

的发展，不超过 5 年，就会有人看我们的。果然，

2012年时，临沧市各县乡镇党委书记就陆续来参观

村里的移民搬迁点了。”

侧记：
“这个人看事做事比较准”

采访手记：
村干部应带给百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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