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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时至今日，郑州市公

安局特巡警支队特警四

大队的同志们，仍然难以

接受沈战东离去的事实。

“28 岁，正是一个人人生

中最美好的年龄。他却将

生命定格在了事业的起

点，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谈起沈战东，四

大队同志们肃然的目光

中，无不充满着敬意与怀

念。

沈战东，1982 年 1 月

30 日出生，2005 年 10 月

参加公安工作，三级警司

警衔。2010 年 1 月 29 日

晚，在结束了一天的赴疆

维稳巡逻勤务后，沈战东

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岗位

上，经抢救无效，于 2010

年 1 月 30 日零时 30 分牺

牲，年仅28岁。

热血柔肠，是沈战东

的战友们对他的评价。作

为班长，沈战东说得最多

的两句话是“跟我上”“看

我的”。无论是日常学习

训练，还是处突维稳，沈

战东始终以身作则，用真

情关爱战友，用行动表率

示范。

2007 年，沈战东担

任班长期间，班内队员

大部分是刚接收的大学

生，警务技能基础差，很

多人连真枪实弹都没见

过。沈战东根据每名队

员的不同情况，言传身

教 、对 症 下 药 。每 次 教

学，他都会一动一式、一

点一滴地严抠细训。经

过沈战东的耐心教导，

他所在的班级最终在队

内年终考核取得了第二

名的好成绩。

2008年元旦，某地发

生多名儿童被拐卖案件。

得知有8名儿童被犯罪嫌

疑人挟持至郑州市内某

小区后，郑州市公安局安

排沈战东所在的班组执

行抓捕任务。奔赴现场的

路上，紧张的气氛充斥在

车内。看到有年轻的战友

神态不安，沈战东说：“紧

张是难免的，你们跟着我

上就行了！”执行任务时，

他带头第一个冲进房间，

成功将持枪的犯罪嫌疑

人抓获。

与其他人高马大的

特警队员相比，身材瘦小

的沈战东在人群中并不

显眼，但他却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训练中的沈

战东能吃苦、善动脑、肯

钻研，擒拿格斗样样精

通。他是郑州特巡警支队

仅有的 5 名全能队员之

一，赢得过训练竞赛诸多

个第一。他身上始终有一

种不服输的韧劲——为

了熟练掌握射击要领，他

在自动步枪枪管上绑了

一根 1 米多长的杆子，挂

上 3 公斤多重的砖头，一

练就是1个小时。

从警四年多来，沈

战东先后任特战队员、

班长，参加了四川汶川

抗震救灾、北京奥运安

保和各类突发事件上百

起处置任务。他曾连续

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

员”，在赴青海藏区执行

维稳任务中受河南省公

安厅嘉奖 1 次，在赴四川

汶川抗震救灾中荣立个

人三等功。

沈战东有一件沙背

心，那是他训练耐力用的

“法宝”。沈战东曾开玩笑

地说，将来有了孩子，这

件背心要送给孩子做成

人礼，让他们看看自己当

年经历的磨难。但他终究

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由于工作任务繁忙，家庭

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妻子

身上，对此沈战东始终心

怀愧疚。他曾写过一封对

妻子饱含深情的家书，但

直到牺牲前，这封信也未

能寄出。

（据新华社报道）

沈战东：热血柔肠的人民特警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说庄扶，道庄扶，别

看庄扶分田到了户，一步

也离不开党支部。”

这是 30 多年前，山东

省莱西县（1991 年撤县建

市）后庄扶村村民自编的

顺口溜。

如今“家家住上小洋

楼、生老病死全不愁”的后

庄扶村村民，自豪的“底

气”依然是村党组织，村里

的文化广场被命名为“初

心广场”。

后庄扶村是村级组织

建设“莱西经验”的源泉和

生动实践者。1990 年中组

部等多个部门在莱西召开

会议，总结推广“莱西经

验”，确立了以党支部为领

导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工

作格局，“莱西会议”成为

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

的一次重要会议。此后，

“莱西经验”不断得到坚持

和发展，农村地区坚定依

靠党组织这个“主心骨”实

现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

兴。

“莱西实践”解新题

今年 68 岁的周明金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

称号，这缘于改革开放初

期他牵头的一项重要调

研。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实行后，粮食产量

大增，但农村也出现村集

体服务功能弱化、部分村

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状态、党支部与村委会关

系不明确等问题，如何加

强村级组织建设就成为当

时的新问题。”周明金告诉

记者。

1985 年，时任莱西县

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周

明金带队，对“农村工作由

谁抓、抓什么、怎么抓”进

行调研。40多名干部，分成

9个组深入乡村，与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倾听农民

真心话。

“地分了，单干了，党

支部也就靠边站。”

“没了党支部，就像灶

膛里没了柴火，这一大锅

水还能烧得开？”

“党支部的火什么时

候都要烧得旺旺的，不能

自 个 降 温 ，凉 了 群 众 的

心。”

走访800多个村庄后，

调研人员发现：凡是发展

好的村庄，村党支部作用

都发挥得好；凡是发展落

后的村庄，村党支部力量

都很薄弱。

“我们的调研回答了

三个‘抓’：谁来抓，必须发

挥党支部在村级组织中的

核心领导作用；怎么抓，村

委会在村党支部领导下，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抓什么，发展村集体

经济，为农民生产生活服

务 ，把 大 伙 的 心 拢 在 一

起。”周明金说。

在调研成果基础上，

莱西县积极探索，总结出

村级组织建设“三配套”经

验：

——以党支部建设为

核心，搞好村级组织配套

建设；

——以村民自治为基

础，搞好民主政治配套建

设；

——以集体经济为依

托，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

建设。

“三配套”经验在莱西

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回报：

粮食产量从1983年的7.69

亿斤增长到 1988 年的 8.7

亿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从

1983 年 的 443 元 增 长 至

1989年的838元。

“莱西会议”开新局

莱西的村级组织建

设经验引起山东省和国

家部委关注。1990年8月，

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

究室、民政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共同在莱西

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

设工作座谈会（史称“莱

西会议”），总结推广“莱

西经验”，确立了以党支

部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

织建设工作格局。

此次会议后，莱西市

深化“莱西经验”，经济社

会 发 展 驶 入“ 快 车 道 ”：

1992年被列入山东省经济

强县，2004 年挺进全国百

强县（市）。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掉队。在脱贫攻坚战中，莱

西继续发挥农村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使党组织

成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

“主心骨”。

“听党话，跟党走；种

葡萄，拔‘穷根’！”莱西市

沟东村葡萄连廊上的这行

字，是全村人的心声。

这个库区搬迁村一度

以“三堆”（草堆、土堆、粪

堆）而出名，2014年被定为

山东省级贫困村。为使“户

脱贫、村摘帽”，党支部书

记高维玉将村庄分为四个

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党

群服务员，培育文明村风

民风；依托当地水源优势，

带领村民种葡萄，依靠产

业脱贫。

“没人领着干，庄稼户

啥都不敢干。”高维玉说，

“刚开始动员种葡萄，很多

人都犯嘀咕，种苞米还能

有千八百收入，种葡萄亏

了怎么办？我就动员党员

和村干部先种。”

去年，沟东村人均纯

收入2.2万元，是2014年的

近4倍。“家里房子翻新了，

我还买了两辆车。”村民王

少尉说，“当初种葡萄两年

都没结出果，我都准备拆

了葡萄架，幸亏支部书记

拦了下来。”

2016 年 底 ，莱 西 市

5319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2017 年 ，莱 西 市 35 个 山

东 省 定 贫 困 村 、58 个 青

岛市定经济薄弱村全部

摘帽。

“莱西经验”续新篇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乡村要振兴，组织保

障是关键。

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

流，一些村党组织无人可

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同

时，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

提升、农村劳动力减少，农

业规模化经营成为新趋

势。作为“莱西经验”发源

地，莱西市近年来在深化

拓展既有经验上迈出新步

伐。

“跳出就村庄抓村庄、

就农村抓农村的传统思

维，莱西市全域推进村级

组织优化调整。”莱西市委

书记庄增大说。

在综合考虑户籍人

口、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和

产业布局等因素基础上，

莱西市提出将 861 个行政

村调整为111个新村，村民

代表同意率达 95%以上。

新村党组织发挥统领作

用，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推动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生产经营。

由 7 个自然村组成的

七星河新村，流转500余亩

土地招引企业建起玻璃智

慧温室，发展高效农业，水

肥、光照等生长要素均实

现自动化控制。“新村还将

打造智慧农业小镇，让村

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

收。”新村党委第一书记张

建东说。

产芝湖新村由产芝、

茂芝场等 7 个自然村组

成，通过土地流转，当地

发展起民宿、渔家宴、葡

萄大棚、桑葚采摘园等，

形成了乡村旅游特色产

业链。

“以赋能为目的，以微

利为目标”，莱西市创立市

级国有农业投资平台，与

镇村两级领办的合作社相

互配合、协同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实现价值倍增。

去年，莱西市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50万元及以上

的新村达到 66 个，占比

59.5%，村民人均纯收入

2.23 万元，较“十二五”末

增长39.2%，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率达75%。

山东省委组织部介

绍，“莱西会议”以来，山东

把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

的村级组织建设，作为一

项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

任务来抓。特别是近年来，

山东全面推进农村过硬支

部建设，并创新组织设置，

建立联合党组织 2011 个，

推动农村资源整合、发展

融合，奋力开启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新篇章。

（据新华社报道）

在这个县城开的会，让全国农村坚定“主心骨”——再看“莱西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