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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腊月十九，年味渐浓，沾
化区泊头镇季姜村委大院里人来人
往，熙熙攘攘，来自市区书法家协会的
志愿者挥毫泼墨，一副副迎春对联和
福字写满了一地，村民们围在周围，

“抢”自己中意的对联。
“‘感谢党的好政策 村民不忘刘书

记’，这副对子是俺自己想的，专门请
今天写得最好的老师给你写的。”村民
季合岭拉着市里派驻季姜村党支部书

记刘清泉的手激动地说，“你来俺村快
一年了，俺想送上这副对子表达自己
的心情，感谢你实心实意为季姜村办
的这些好事。”

2018 年 2 月 24 日，按照市委组织
部统一安排，市发改委重大办区域协
调科科长刘清泉到沾化区泊头镇季姜
村任党支部书记。从市直单位一下子

“空降”到泊头镇软弱涣散的落后村，
面对10多年积攒下的遗留问题，刘清
泉抓班子带队伍，访民情解民意，实心
实意为村民办实事。

“今天是我任职的第344天，全村
庄乡爷们支持我、信任我，作为市派支
部书记唯有牢记使命，带着责任、带着
感情，全心全意工作，让村民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让季姜村旧貌换新
颜。”刘清泉说。

别的村是三年换一届，
季姜村班子曾经一年换三
届，村支书任职没有超过5
个月的，换了一拨又一拨，成
了没人接手的烂摊子

“季姜村 1300 多口人，姓氏近 20
个，季何董牟陈、张王李赵孙……家族

关系错综复杂，村里问题多多。”今年
74岁的老支书何思民说，“我在村里干
了39年的支书和主任，2006年因身体
原因主动辞去职务，那时候俺们村还是
市级文明村。之后村里乱了，别的村是
三年一届，季姜村村班子是一年三届，
村支书任职没有超过5个月的，换了一
拨又一拨，成了没人接手的烂摊子。”

到村任职后，为了尽快掌握村情，
刘清泉挨家挨户走访调研，深入细致
地了解村情民意，全村462户几乎家家
到过，可以说是“门清”。他自己从不
计较生活条件，有时吃碗泡面就当一
顿饭，不在群众家里吃一顿饭，没花村
里的一分钱。

“刘书记整天待在村里，走访贫困
户，三伏天盯在工地一线，三九天坚守
建设现场，他是俺们村里最忙的人，真
不容易。”一位村民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刘清泉带
领村“两委”班子成员脚踏实地的一举
一动，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和支
持。村“两委”号召力、战斗力又重新凝
聚起来，一系列村级规章制度相继出
台：实行村“两委”成员分工负责制；对村
内重大财务开支、重要事项、重点工程实
行集体研究、集体决策；建立了村“两委”
成员包贫困户、低保户制度以及每周一例
会制度；进一步强化村务、财务双公开制

度，让每个村民都有知情权、参与权。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党
员群众的心变齐了，劲铆足
了，修路迁占、清河行动等各
项重点工作快速推进，各项
工作在全镇36个村名列前茅

“村里街道年久失修，坑洼不平，胡
同道都是土路，下雨变天出行不便，自
来水管线老化，村里不能正常供水，水
价涨到每立方米5元，村民感觉比别的
村矮半截。现在俺们村可翻了身，别的
不说，刘书记给村里新安上了48盏路灯，
晚上从村西头到村东头500米长的主街
道，处处铮亮，村民的心里也亮堂了，村民
的精气神更足了！”村民陈占奎说。

现如今走进季姜村，放眼第一感
觉，就是街道干净整洁，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6.5米宽的主街道、3米半宽的巷
道路全是新铺设的混凝土，占地 1200
余平方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启
用，高标准的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矗
立在村头……

刘清泉到村任职的近一年时间
里，与新一届村“两委”研究提出了

“1245”工作目标，把全体党员和群众

拧成一股绳，形成“季姜是我家、建设
靠大家”的共识，与区派“第一书记”积
极争取上级支持累计230余万元，重点
实施了五大民生工程：总长近1公里、
宽6.5米的混凝土中心路、4.3公里长的
巷道路全面完工，四横十一纵道路全
面硬化，实现了混凝土路户户通，彻底
改善了村民出行条件；投资16余万元
建成了1200余平方米的高标准广场，
配套绿化、亮化、健身器材；借助自来
水改造试点项目政策，村集体出资实
施了自来水改造，彻底解决了群众吃
水难题。统一安装路灯48盏，实现了
村庄全亮化；新上 200 瓦变压器 3 台、
300 瓦变压器一台，架设高压线杆 46
根，全面完成了电改。

“下一步，我们村将规划建设幸福
院，并积极申报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挖掘增收项目，充分借助即将通车
滨海路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苗木经
济，打造全区最大的苗木市场。”刘清
泉信心满满地说。

“多年软弱涣散的落后村蜕变成
全镇、全区工作示范村，关键是选好村
党支部书记这个‘当家人’，俯下身子
接地气，踏石留痕践承诺，赢得了民
心，换来了信任和支持。”泊头镇党委
书记姜竹凯说。

“老师，送您一条围脖，希望能温暖
整个冬天！真的想您了！”——学生王
欣瑜；

“老师，天气冷了，送您一双手套，
希望能温暖您的心！”——学生张茹茹；

“老师，这次高一月考我的语文考
了全校第一，满分 125 分，我考了 105
分；60的分作文我考了56分，作文被复
印了一千多份传阅。他们问我怎么写
得这么好，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以前的
语文老师是个作家。”——学生王时雨。

日前，升入高中的学生们回到高新
区中学看望刘丽丽，由于出差外地，她
错过了这次见面。

熟悉刘丽丽的人都知道，生活中她
是个自然淳朴、生性淡然的静女子，工作
中她又是一个热爱工作、传道授业的好
老师。当然，她还有一个身份——作家。

无论从课堂教学到文学创作，刘丽
丽样样都是好手。在业务上，她取得了
高新区第一个初中语文“市级学科带头
人”和“市级教学能手”的称号，成为滨
州市第二届“三名”工程名师人选；在写
作上，短短十年间，她在国家级、省市级

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万字，并加入了山东
省作家协会。2018年，她的三部散文集
陆续出版，分别是《十三岁，世界告诉我
们什么》、《野草物语》和《世界还很年
轻》。这样的出版速度和过硬的文字质
量，在山东省作家中也是少见。

那么，那些鲜活的文字源头来自哪
里？她创作的时间又来自哪里呢？

父亲是她走上文学道路
的启蒙者，她说“这是一个大
的幸运”

兴趣是一粒种子，需要合适的机缘
才能破土而出。

如果要感谢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者，
刘丽丽说，首先想到的人是父亲。父亲没
有上过几年学，他对刘丽丽文学上的启
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又是相当重要的。

家里没有书可以读，跟着父亲下地
劳动，田野成为刘丽丽的第二课堂。她
怀着极大的热情，很努力也很享受地去
做学校之外的这门“功课”。有时候，父
亲手把手地教一些农活，他鼓励女儿，
有时候不吭声地示范。父亲的脾气非
常好，与人为善，再急切的事情，到了他
这里一过渡，似乎都是可以喘口气的。

他劳作的时候，刘丽丽会仔细观察
他的动作神情，做农活有板有眼，割草、
施肥、耕作都是一丝不苟。现在想来，
那些弯腰弓背的劳作，他与邻里的和睦
相处，他对刘丽丽潜移默化的熏染，让
她从小就懂得自然的美，懂得人与人的
感情。“这是一个大的幸运。”刘丽丽说。

从写专栏到停笔阅读，
她敢于做人生的减法

2006年，是刘丽丽动笔之后非常勤
奋的时期，发表的文章数量也多。常常
是每天上午8:30左右，一抬眼，就能看

到邮递员骑着摩托车来送信件。摩托
车后座两个袋子里装了满满的报纸和
信件，很多时候里面都是刘丽丽的样
报。

“汇款单是绿色的，被放在一个蓝
色的夹子里，签收之后，被递交到手
上。那样的清晨，阳光洒满早行人的肩
头，鸽子在蓝天飞翔。夜晚笔耕的辛苦
被小小的幸福代替，自己感觉很有成就
感。”刘丽丽说。

同年，刘丽丽被提名为滨城区作协
副主席。2006 年夏季，《滨州日报》改
版，给三位作者开辟了专栏。因为创作
成绩突出，刘丽丽成为其中一个。2008
年，《鲁北晚报》开始连载她的《诗经》阅
读笔记。但是，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刘
丽丽决定停下来。她说，一则不想重复
自己，二来越是在写作天地耕耘，越发
感觉到自己的肤浅。于是她决定从源
头开始，大量阅读、写笔记，以此来弥补
自己知识的匮乏。“想要走得高，走得
远，必须敢于做人生的减法，建立深厚
的自我背景。”刘丽丽告诉笔者。

那段时间，她阅读了大量的作品，
比如卡尔维诺、纪德、胡安·鲁尔福、杜
拉斯、叶芝、米沃什等著名作家的作
品。阅读的范围包括小说、人物传记、
散文、诗歌。读书很杂，不仅是文学方
面的，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只要感
觉有营养的，都拿来读；实在不喜欢的，
就硬着头皮啃，一点点地啃，像蚂蚁对
于骨头那样一厢情愿地啃。贝多芬、瓦
格纳、尼采、邓肯、曹雪芹、肖邦、苏轼、
颜真卿……这些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的人物，在她的阅读书单里是可以友好
相处的。

他们从不同方面给予了刘丽丽各
种不同的启发，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帮
她梳理了世界文学史的脉络；蒋勋的

《孤独六讲》《生活十讲》在创作瓶颈期
给了她和孤独相处的勇气；叶芝《凯尔
特的薄暮》让她知道了，原来鬼怪传说

也是民族文化灿烂的财富；梵高和弟弟
的通信，让她感慨拿油画棒的手竟然也
可以写出如此真挚生动的文章。

阅读的馈赠，让刘丽丽用广阔的视
野看待世界，对阳光和生活中的温暖心
存感激。书本成就了她的学识和气度；
作为教师，它更成就了事业。

敢于打破规则自成一
派，文章多次被写入教材

2011新年过后，刘丽丽确立了自己
的创作思路：以黄河滩为背景，写人写
事，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这一年开
始，她写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厚实的作
品，陆续登上省级或者国家级别的刊
物。

“写作开启了一条路，但要登堂入
室还感觉火候不到。”刘丽丽说。“我从
来不迷信规则，相反我蔑视规则。”这个
时候，一位年轻朋友的话给了她启示。
刘丽丽自忖道：“对于一个教师而言，我
可不可以打破规则？你有没有问问自
己：我可不可以写教材？”

答案当然是可以。前提是所写的东
西必须达到一定的分量，写出自己的与众
不同。遵循这样的思路，从2011年至今，
刘丽丽创作了百余篇散文、随笔，逐渐受
到了国家级、省市级报刊杂志的青睐。

刘丽丽文笔细腻、笔法纯熟，散文
情感真挚，自从发表以来深受读者喜
爱，很多文章被《散文》《散文选刊》

《芒种》等国内顶级散文刊物采用。在
被刊物采用的同时，其文质兼美的散
文作品还多次入选中学生阅读材料。
其中，辽宁、河南、安徽、山东等多地选
用了刘丽丽的作品作为考试命题材
料。2018年6月，她应邀为《中学生阅
读》杂志撰写的卷首语《世界还很年
轻》一文，入选滨州市 2018 年中考语
文阅读题。

享得了寂寞的清福，才
能写得出上乘的美文

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寂寞是一
种清福》，在嘈杂的人世间，如果有片刻
属于自己的宁静，可以做刹那的神游，
该是多么幸福的事。一盏孤灯，一本
书，一个记事本，一支笔，构成了刘丽丽
书房里的日常。为了写出一篇满意的
稿件，她多少次苦苦思索，多少次把对
于文学的热爱化作对抗寂寞孤独的武
器，又有多少次和生活妥协，不得不暂
时中止创作。但是，兴趣是种子，信念
也是种子，只要给予适当的空隙，它们
总会生根发芽。

近年来，刘丽丽入选了滨州市教育
局“三名工程”，成为市级名师培养人
选。她说：“教师成长发展的方法和途
径很多，想要脱颖而出，想要不能被取
代，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那条适合自己的
路，把火花连成火苗，释放出更多的光
和热，温暖别人也照亮自己。”练笔10
年，发表文章400余篇，荣获国家级、省
市级奖项多次，这些足以让她引以为
豪。但是，带动一批学生爱上阅读和写
作，却是刘丽丽最大的自豪。

“‘原来，我们的语文老师真的是一
位很厉害的大作家啊！’至于为什么不去
大城市发展，读过她这么多文章后，我大
概懂得了，许是因为乡愁吧。也是，血脉
里流淌着黄河水，又怎会舍得这黄河水
浇灌出的土地？”这是高新区中考语文状
元李明萱写在作文《嘘，你听》中评价刘
丽丽的话语。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注
解，解答了很多读者的疑惑。

刘丽丽说，世间寂寞的工作很多，笔
耕更是需要耐得住寂寞。对于一个热爱
它的人来说，吃得其中苦涩之后，才有资
格享受它馈赠的甜美，才能写得出上乘
的美文。言讫，只见一个若水女子伏于
案前，耳边传来噼啪噼啪的打字声。

享得了寂寞的清福，才能写得出上乘的美文
——记山东省作协会员、高新区中学教师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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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派村支书上任344天，村民送上一副“特殊”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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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丽

刘清泉（左一）到
村民家中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