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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大兴区魏善庄
镇张家场村西，村民王浩的西
红柿大棚里，村支书沈宝清窝
在里面和王浩一起摘柿子。

“今年的收入至少能翻
一番。”王浩掐着西红柿秧的
顶芽说，没有用化肥，没有用
农药，没想到收成这么好。

58 岁的王浩种了 7 分地
的 大 棚 ，估 算 能 收 西 红 柿
4000 公斤。按照当时的 2.7
元/公斤批发价，除去成本，
一茬西红柿至少能有 8000
块钱的收入。

“水电费、种子都不用花
钱。”沈宝清说，村里还给农
民提供免费的有机肥，“以前
的日子可没这么幸福。”

8 年前，张家场村是附
近有名的上访村。沈宝清担
任村支书后，加上大兴区对
村庄实行社区化管理，张家
场村整个变了样儿。

曾经的上访村

从中轴路经南六环，再
向南 14 公里，温室大棚和成
片的梨树簇拥着村庄。这就
是张家场村，祥和，宁静。

8年前，这里着实不安。
2003 年左右，当时村领

导为了村集体的资产保值升
值，用一批假身份证，买了
100 万 保 险 。 当 被 查 出 之
后，村民们慌了，到镇里、区
里相关部门上访，要求罢免
村支书。多次到保险公司讨
要保险费，面对着“骗保”的
答复，村民们都无功而返。

村民们说，这时候，沈宝
清“杀了出来”。

时年 43 岁的沈宝清，曾
任村经联社社长，被誉为“种
地的一把好手”的他，同是 1
亩田，收入要比别人高一倍。

这位黝黑壮实的农民，
把“人勤地不懒”的种地诀窍
用到了讨钱上，最终为村民
追回了96万元。

2004 年初，沈宝清被选
举为村支书。

张家场村共有 134 户，
于姓 176人，张姓 70多人，李
姓 60 多人，姓沈的只有一
家。和很多农村选举存在的
姓氏之争不同，单门独户的
沈宝清靠行动赢得了村民和
党员的信任。

大棚带来的希望

沈宝清上任后，按照北
京市新农村建设加强基础设
施改造，村里还投入120万改
建土棚温室为砖棚，共44座。

麻烦事来了，包括村干
部在内的 60 多户报名。“给
谁不给谁，很难协调。”沈宝
清回忆，当时一些村民还去
告状，镇政府也不让分。

最后沈宝清给出了个最
原始的办法——抓阄，条件
是干部们不许参加。

僵局一下子打破，大棚
顺利地分配了下去，得到大
棚的农户只需要再付 2000
元钱用于购买水泥、沙子等
修新大棚。

此后，大棚成为村民重
要的收入来源，基本上是种
西红柿和芹菜，每年两茬，每
个大棚年收入2万元以上。

村民种地的成本，村委
会基本承包了，每亩给一袋
有机肥和 100 元钱的浇地
费。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有
个别村民偷电浇地。

沈宝清想了个办法，从
2010 年不再发放补贴，而是
变为给 200 度电，电剩下拿
不走，结果很多人家还有大
量结余。

大棚等都直接拉动了村
民收入增长，据估算，去年村
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6万/年，
比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47万元高出10个百分点。

张家场也成为北京市新
农村建设试点村。

村民自治自管

在农村，村民习惯把秸
秆堆放在家门口，不利于环
境整洁。

为整治环境，沈宝清召
集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未
在门口堆放干柴的每人每月
补贴液化气费 20 元”的规
定，村里立马干净了。

按照沈宝清的想法，张
家场村采取村民自管方式，
从 2010年起，从 30多个村民
代表中，再选出 4 个小组长，
每人管理30多户村民。

“ 每 家 的 动 态 我 都 掌
握。”沈宝清说，4 个村民小
组长就是他的眼睛，谁家有
困难或者邻里有纠纷，他都
能第一时间知晓并解决。

“我们都是给村民服务
的。”村民小组长王凤全给自
己的定位就是，做好村支书
的助手。

对于村里没有职位的党
员，沈宝清也进行了“设岗定
责”，但他们都是义务的。

环境卫生维护岗、社会
治安维护岗、财务监督岗、民
事调解岗、科技信息服务岗、
社情民意收集岗，分别由六
位党员负责。

村民于庆良负责环境卫
生，要监督检查公共场所、大
街小巷、以及各户的卫生，并
及时反映存在的问题；村民崔
洪祥负责治安，需要配合村委
会维护村内治安与稳定，对任
何违规、违法事件有权制止。

沈宝清和魏善庄镇的干
部说，近 10 年来，张家场村

无治安案件，无上访事件。

本分的村支书

沈宝清担任村支书，村
民们评价最多的是“很靠谱”。

村民王凤全说，沈宝清
为人“本分”，不喝大酒，而且
跟其他村支书不一样的是，
他没有在城里或者区里买
房，而且自己还种着地。

“沈宝清廉不廉洁，从他
那辆破车上就可以看出来。”
村民小组长于庆增说，一辆
破桑塔纳是前任村支书留下
的，已有10多年。

“书记的专车，谁家都可
以用。”王凤全说，哪家有急事，
招呼一声就走了，而沈宝清常
因为村民用车，自己还得搭车
去镇里开会。

对于别人劝他换车，沈
宝清总是说“真没必要”，冬
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能开
就得了，“省下那些钱还不如
给村民们发福利呢。”

发福利是沈宝清最热衷
的事，每逢春节、中秋都给村
民分牛肉，每人两斤。每人
每年还有 1000 元生活补贴
和300元的煤火费。

村里还给村民们上了养
老保险，每人至少 500 元，新
农合全部由村委会上缴。除
了物质生活之外，村里每年
都组织村民出游一趟。

事实上，张家场并没什
么收入来源。没有征过地，
也没工业，由于历史的原因，
10 多年前曾出租的一片地
盖了别墅，每年有 20 万的收
入，“节衣缩食全部补贴给农
民。”沈宝清说。

但有一项福利让村民不
高兴了。

2008 年，考虑到党员的
贡献，沈宝清给每位党员发
了半斤茶叶。这笔费用很快
就被理财小组审计出来了。

面对村民代表的质询，

沈宝清当场撕了票据，“党员
不能例外，我更不能例外”，
他自掏腰包承担了 1300 元
的茶叶费。

如今，每逢佳节，沈宝清
还是会时常自费给党员们买
些茶叶。

张家场的未来

张家场村的另一特色，
就是梨树园。

“主打的是无污染的精
品梨。”沈宝清介绍，张家场
村现有精品梨园约 180 亩，
从国外引进的品种达几十
个，有黄金梨、绿宝石、水晶
梨等，每年都有城区的采摘
大军前往。与之配套的是民
俗接待，全村共有 10 多户农
家乐，除了特色农家宴，还有

“吵子会”等民俗表演。
沈宝清担心，种地呈现

的老龄化问题，能否保持村
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我今年
52 岁，属于留守村民中最年
轻的了。”

5月23日，张家场村西梨
园，沈宝清和村民摆弄着套种
的瓜秧。他说，将来要把梨园
都打造成采摘园，在村委会后
面10亩的空地上做成吃住接
待站，还要发动村民搞绿色养
殖，散养一些鸡羊猪等，推出
绿色餐，由此带动各户的农家
乐，拉动旅游收入。

“像马坊村那样搞流转
也能增收。”沈宝清也在考虑
土地租赁的事宜，他希望通
过引资或者合作开发能做成
类似马坊村模式，该村招商
引资搞起了“都市一分田”，
市民可以到村里租地种，每
分地 2600 元，公司免费提供
种子、肥料，增收数倍。

“要让农民更幸福、更快
乐的生活。”沈宝清望着一片
梨园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炳路

村支书沈宝清：将上访村变成零访村

当村支书并没丢下农活，村民说沈宝清“本分”。

昨日，大兴区魏善庄镇张家场村，村支书沈宝清干完农活，回村路上和一名村民攀谈。 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