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安阔和陈华都在放牛坪村当过
支书，两爷子干的都是基层工作，交道
打得最多的是老百姓。

然而时代变了，群众工作的方法
也变了，老一辈的经验还奏不奏效？

虽然从2016年起就担任了放牛
坪村的支书，但是说起群众工作，陈华
坦言“自己还是小学生，要向父亲学习
的东西还很多”。

“和老百姓打交道有什么诀窍？”
陈华问父亲。

“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巴心巴肠
地对老百姓，不吃别个‘麻麻鱼’，哪有
做不好的群众工作。”

“老百姓把你选出来，你干得不
好，同样可以让你‘下课’。”

说起群众，陈安阔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开山建园，阻力大不大？
大得很嘛。但是最终大家都支持我，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全村都得益的好
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一
点不假。我们当干部的，做人做事要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点点滴滴群众是

看在眼里的。”
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叮嘱的

全是简单的大白话，但话糙，理不
糙。字字句句都满含多年群众工作
经验的智慧，也包含着对儿子的期
望和嘱托。

时至今日，这对父子在饭桌子上
说得最多的还是工作。“遇到大事拿不
定主意，父亲还是我最大的军师，他的
建议中肯务实，但都有一个不变的出
发点——群众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

谈方法
陈安阔：“对老百姓要巴心巴肠！”
陈 华：“群众永远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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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不嫁放牛坪，山穷水恶路不
平，每天只想三顿饭，肩挑背磨累死
人。”这首民谣唱的是上世纪80年代
初的放牛坪村。

彼时，放牛坪村是一个交通闭塞、
贫穷落后的偏远村落。

群山起伏、悬崖峭壁，恶劣的自然
环境成了村民们致富的绊脚石，唯一
的出路是外出打工。

可有人偏不信邪，打起了荒山的
主意。

陈安阔，时任放牛坪村村长，向
大山发起了挑战——开荒山建果园。

这么多年，从来没人有这么大胆
的想法，一时间乡亲们的态度都是不

赞同。
“不要怕，我专门请西南农学院的

专家来验证过，种梨子是可行的。”
“人不可能一辈子不改变，为下一

代我们也要搏一搏。”
“我是党员，我带头！”
在陈安阔锲而不舍的劝说和带领

下，乡亲们的思想终于达成了一致。
1986年的冬天，千余名村民齐聚放牛
坪，每家每户硬是拿着锄头把荒山改

造成了梨园。
1986年，陈华才13岁，他是听着这

个故事长大的。但有个问题，陈华埋藏
在心里很多年了，借着和父亲对话的机
会他终于问了出来。“老汉，放牛坪以前
从未种过梨树，当初村民又大多反对，
你为什么一直坚持，不怕失败吗？”

“怕啥子怕，党员不能虚火。”陈安
阔回答得直接，说起“虚火”两个字，手
指还重重地敲了下茶杯。

陈安阔想得很简单，就像自己当
初入党时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党员干
部，不能畏首畏尾，只要是为了把工作
干好，只要是能为老百姓谋幸福的，都
要放手一搏。前怕虎后怕狼，什么工
作都干不好。”

说到这里，陈安阔话锋一转，严肃
地对儿子说：“你要切记，工作中一定
要有闯劲，要有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
精气神，人一辈子不能一事无成。”

“我一定当好村里的‘掌门人’，全
力以赴让放牛坪更牛，让老百姓生活
更幸福。”陈华坚定地说。

忆曾经
陈安阔：“党员不能虚火。”
陈 华：“当好村里的‘掌门人’，为老百姓的幸福而奋斗。”

对话
对话“建党精神”·新支书来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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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后

村民说

【支书名片】

陈安阔
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村人，1950年出生，1986

年入党。1983年至1990年在放牛村担任村长，1991
年至2003年任放牛村党支部书记，2003年离任。

陈 华
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村人，1973年出生，1997

年3月入党。1991年至2003年经商。2003年至
2009年在茨竹镇放牛坪村任文书（其间：在中共重
庆市委党校函授学院农村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9年至2016年任茨竹镇放牛坪村副书记，2016
年至 2021 年任茨竹镇放牛坪村党总支书记。
2021年，被选为放牛坪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

‘‘

老支书父亲对话新支书儿子：

“要有牛劲，全力以赴让放牛坪更牛”

父子俩的谈话氛围轻松，陈安阔
虽然读书不多，说着地道的重庆方言，
但都蕴含着经验和智慧。

说起工作时，这个年过70的古稀
老人总显得很严肃，对儿子也多是带
着教育的口吻。

“我现在是书记主任一肩挑，你还
把我当娃儿。”陈华打趣父亲。

“就是一肩挑了，担子重了，我才
要督促你、鞭策你。”一边说着，陈安阔
还给儿子定下“一个小目标”。“2016

年放牛坪村就被评为了3A景区，在
你的任期里，争取让我们放牛坪成为
4A或者5A景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
放牛坪村，知道我们的梨子，让老百姓
的生活更富裕。”

面对父亲的期许，陈华郑重地点

了点头，承诺道：“全力以赴，绝不拉稀
摆带！”

谈话的最后，陈华问陈安阔：“作
为老党员、老支书、老父亲，最想叮嘱
我啥？”

陈安阔看看儿子，看看四周漫山

遍野的梨树，一字一句地说道：“正南
齐北干工作，不要假打！”

20年前，在放牛坪村，提起陈华
知道的人很少，但提起陈安阔，几乎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

20年后，在放牛坪村，提起陈安
阔，年轻的村民或许不太熟悉，但提
起他是陈华的父亲，大家会恍然大
悟。

这何尝不是一种传承和接力
呢。

话将来
陈安阔：“正南齐北干工作，不要假打！”
陈 华：“全力以赴，绝不拉稀摆带！”

渝北北部，茨竹以西，背靠华蓥
山、西接金刀峡，幅员8.99平方公里，
是谓放牛坪村。传说，放牛坪因二郎
神收服犀牛精得名。

今年5月，放牛坪村迎来了它首
个“书记主任一肩挑”的基层干部——
陈华。

这个拥有全市最大万亩梨子基地
的村子现如今是一派生机盎然：金黄
的梨子挂满枝头，平整宽敞的道路四
通八达，淡黄色的小洋楼鳞次栉比，村
口集市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然而，这样的景象不是天上掉下
来的。改变，是从一棵梨树开始的。

同村的陈安然至今仍记得，10多
年前，陈华劝说自己放弃在江北城里
的生意，回放牛坪种梨子。

“种梨子找得到啥子钱？我还要
养家，你不要来哄我。”最初，陈安然是
断然拒绝的，但是陈华没有放弃。“我
们是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莫非还会
害你。你不信梨子能挣钱，那你回村
头看看就晓得了。”

在陈华的极力劝说下，陈安然抱
着怀疑的态度回到了放牛坪村。

“说不惊讶是假的。”在陈安然印象
中，家乡曾经是“穷”“险”的代名词。而
现在，放眼望去是漫山遍野、无边无尽
的梨子树。

“张大姐，你这个房子修得漂亮
哦。”

“种梨子挣了钱。”
“黄大哥，你都开上小轿车了。”
“种梨子挣了钱。”
……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陈安然终于

相信了陈华的话——种梨子能挣钱。
不再犹豫，陈安然回到了家乡，和

老婆一起专心种起了梨树。
村民动起来了，陈华忙着邀请农

技专家，定期为村民们开展培训，讲解
种梨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提高产量。

梨子丰收后，村民们也不愁销
路。因为陈华承诺过“大家只管种，我
们来销。”

原来，村里按照大梨3块，中梨2
块，小梨1块的收购价为村民兜了底，
只要种得出梨子，那梨子就能变成真
金白银。

回了村的陈安然从当初的几亩到
现在的30亩，成了放牛坪村的种梨大
户。几年前，陈安然用卖梨赚的钱新
修了一栋房子。

像陈安然一样，靠梨子致富的村
民在放牛坪比比皆是。

眼看村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陈
华却并没有“歇一歇脚”的想法。“今年，
围绕乡村振兴，我想继续做好梨子这篇
文章，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让放牛坪红
到全国去。”

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不简单。
“主要是解决软件和硬件的问

题。”陈华说，发展乡村旅游，还需要更
多年轻劳动力，显然现在村里的年轻
人还不够。“我得再加把劲，动员大家
都回家乡来干事创业。同时，争取资
金和政策把发展旅游业的配套硬件设
施完善好，通过打造梨膏酒、梨膏等特
色产品，让游客们不仅玩得安逸、吃得
安逸，还能买得安逸。”

陈华说，基层干部干不出惊天动
地的大事，但是把村里每个细枝末节
的小事干好就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他说，放牛坪村因“牛”得名。现在，
站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放牛坪村将以“牛”的精神挺立潮头。

什么牛？
“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

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以“三牛”精神推动家乡发展

8月4日，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村村委会门口的凉亭里。
陈安阔和陈华正在进行一次思想的碰撞，一次诚恳的对话。
他们，一个是带领放牛坪村开山建园的老支书，一个是让放牛坪

村万亩梨花声名远扬的新支书。
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父子。

这次对话包含了老党员和年轻党员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传
承和接力；包含了老支书和新支书对“不负人民”的全新理解；更包含
了父亲对儿子的深情嘱托。

子问：“对我有啥期望？”
父答：“别让全村失望！”

初见陈安阔和陈华，记者一眼
就认出了他们是父子俩。不仅是因
为长得相似的五官，重要的是，一样
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这身黑皮
肤是为打造放牛坪村万亩梨树晒黑
的。

他们的故事，概括起来就是一个
关于传承的故事。

但这里面又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内幕”。比如，当初陈华是放弃了比
村干部收入高出几十倍的生意成为一
名“人民公仆”；比如，彼时许多村民都
纷纷给陈华“做工作”，希望他能留在

放牛坪村，因为种果树他是专家；比
如，父亲退休时语重心长的那句，“钱
是赚不完的，你留在村里，帮我守着梨
园。”

传承是什么？陈安阔和陈华告诉

我们，传承是前人栽树，后人护树的接
力；传承是老支书打基础，新支书发扬
光大的继承；传承是父亲功成身退，儿
子未完待续的坚持。

让人感动的是，从他们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两代共产党员不同的工作
条件，不同的工作方式，不同的工作重
心，却相同的初心和使命。

早上8点，涪陵锦绣洲广场上迎来了第一波晨练的人们。
动起来！以运动开启崭新一天，以蓬勃之姿迎接美好未来。
记录运动时刻，展现城市风采——4月1日，由重庆市体育局、

重庆日报联合举办，重庆明品福集团独家冠名的“‘明品福杯’
2021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拉开帷幕。

明品福集团以“保供应、稳物价、安民生”为宗旨，致力于智
慧冷链物流供应链体系的构建和标准化冷链物流产业园的建设
运营。目前，已在重庆、昆明、赣州、福州、万州等城市布局了综
合性冷链物流中心。参与本次摄影大赛，正是该集团响应国家
大健康战略，助力民生体育发展的又一举措。

据悉，本次比赛的稿件征集将持续到10月31日，欢迎广大
市民踊跃投稿。投稿邮箱：qmjssybs@163.com 联系电话：
6752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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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重庆市全民健身摄影比赛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
完成电网资源运营可视化平台建设

8月 11日，由国网重庆信通公司
负责的国网重庆电力电网资源可视化
平台完成建设，为电力数字化转型提
供坚强支撑。

自2020年国网重庆电力电网资
源业务中台建设启动以来，担任平台
建设中坚力量的国网红岩信通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们全力以赴，当年就完
成了中台部署、典型场景验证、试点地
市数据迁移等工作，实现了500多个中
台服务，支持生产领域5个典型场景的
应用达到了国网公司建设要求。

该平台建设在电网资源业务中台的
基础上，将电网资源业务中台原有雷电
监测预警、设备缺陷主动预警、故障智能
研判等5个典型业务场景以及数据接入
情况，进行平台可视化归集和建设，构建
电网“数据链路图”及“链路运行状态实

时监控图”，实现对典型业务场景数据接
入的可视化监控和查询。

建设过程中，通过梳理电网资源
业务中台服务的数据支撑能力、外部
系统数据接入链路分析，并结合业务
场景与数据支撑关系，构建与电网一
次、二次业务接入图相类似的电网“数
据链路图”及“链路运行状态实时监控
图”，使得场景、服务、数据、数据链路
清晰可见，实现业务场景数据的便捷
溯源，解决了以前电网业务系统数据
利用效率不高、溯源流程较长、流传较
复杂的问题。

该平台将实现电网全链路系统数
据的快速溯源追踪与处理，提高人员
业务处理效率，使电力数据价值利用
率更高，进一步提升电网数据分析决
策能力。 杨渝海 郑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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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是初心和使命

八月的山城，炎炎酷暑，太阳炙烤
着大地。海拔1000多米的放牛坪村
成了市民避暑的好去处。

每到周末，经营着放牛坪村最大
农家乐的金科全就忙得不可开交。

“房间满啰，下次早点打电话我给
你预留起。”

“晚上有两桌晚餐，菜还够不够？”
……
看着店里一片繁忙的景象，金科

全喜不自禁。2014年，金科全关了在
两路的餐馆，带着积蓄回到家乡大展
拳脚，修了一栋有20个房间，集餐饮
与住宿为一体的农家乐。

“这个决定无比正确！”金科全说，
农家乐一建好，生意就来了。“不愁没
客人，就愁搞不赢。”旺季时，金科全还
要请村民来帮忙煮饭做清洁，工资能
给到150块一天。

“去年我的纯利润都是20来万，
这个生意越做越有劲。”今年，金科全
的目标是收入翻番。“我听说今年村里
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这是一次机遇，
我要借此把农家乐的规模再扩大，收
入再翻倍。”

和金科全一样，曾经的建卡贫困
户刘召富今年的目标也是收入翻番。

几年前，刘召富被评为建卡贫困
户时，陈华是他的对口帮扶人。

五口人，仅一个劳动力，住房条件
极差，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有病人、有
学生、有幼儿……刘召富回忆起陈华
第一次到家走访时的情况。

当时，刘召富说对陈华说：“我没
有手艺，只会种地，老婆和父亲没有劳
动力，孩子读书需要钱,想脱贫不容
易。”

陈华作为帮扶人，想到的第一步，
就是尽快给刘召富解决住房问题。

在党的好政策下，在陈华的全程
跟进下，很快，刘召富一家从半山腰的
土坯房里搬到了马路边的两层砖房
中。

“这是新开始！”住进新房的刘召
富说，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不再沮丧地认为“自己这辈子到死都
要受穷”，而是燃起了改变命运的斗
志。

刘召富说，接下来，陈华为了帮助
自己增收，还坚持每年为他制订收入
计划，鼓励他发展养殖业，还在村上给
他安排了公益性岗位。

多条腿走路，刘召富一家的年收
入从最初的几千块增长到了3万元。

前不久，得知陈华连任了村支书
后，刘召富专门到办公室拉起陈华的手
说：“陈书记，我摘掉贫困户这个帽子离
不开你，带领我们致富，我相信你。”

“带领我们致富，我相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