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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宁是土生土长的辉渠人，大学期间就光
荣入党。毕业后，在企业任职，后与人合伙在潍
坊城区创办企业，生意红红火火。安丘市实施的
全省人才回引“雁归兴安”行动，改变了他的生
活轨迹。2021年，辉渠村换届选举前，老书记几
次动员他回村参加选举，镇党委也多次派人找他
谈心，希望他能回来为家乡作贡献，带领乡亲们
一起致富。
　　当时的李晓宁犹豫了，打拼多年的生意不能
扔了，合伙人也坚决不同意他离开。另外，他担
心干不好，辜负了众乡亲和镇党委领导的期望。

当时孩子上学，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妻子、父
母更不赞成他放弃舒坦的生活，回村吃苦受累。
但是内心深处想让家乡变得更好的情结，又让他
无法漠然处之。就这样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反
侧，李晓宁最终下定决心，回村参加选举，并于
同年4月21日当选为辉渠村党委书记，成为大辉
渠、西辉渠、尚家庄、李家河、石灰尧子5个自
然村的“领头雁”。
　　从此，李晓宁把企业交给合作伙伴打理，回
村扑下身子苦干实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
忙的时候，他半个多月才回一趟潍坊城区的家。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
　　寿光市文家街道王家老庄村的王小滨(上图)是
一位普通村民，至今累计无偿献血23次，曾捐献造
血干细胞挽救一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先后荣获
“感动寿光”年度人物、“潍坊市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最近，39岁的王小滨又入选助人
为乐“潍坊好人榜”。
　　前段时间，王小滨在寿光市区的献血屋参与无
偿献血，捐献400毫升全血。“只要我的身体条件
允许，我会一直参与无偿献血，帮助更多的人。”
王小滨说，他自2004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至今共
献血23次。同时，他还加入了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
队，他既是无偿献血者又是无偿献血事业的宣传
者，经常带领儿子参与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儿子受
他的熏陶，平时在学校乐于助人。
　　“我捐献造血干细胞血样已经好几年了，捐献
时，医护人员就告诉我，配型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但我觉得哪怕有一点希望，我也要救人，可没想到
这么幸运，配型成功了。”王小滨说。
　　2017年3月27日，王小滨在济南一家医院为一
位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那位患者的
生命。王小滨为此荣获“2016-2017年度全国无偿
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后来，王小滨收到那位
白血病患者家人的感谢信，信中说：“是您的善举
给了孩子恢复健康的希望，点亮了孩子未来的人
生，我们会始终铭记您这份恩情，会把这份爱心传
递下去……”
　　“虽然我不是医生，但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救
人，我感到非常荣幸。”王小滨说，他捐献造血干
细胞救人已6年多了，身体一直很好，他想通过自
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影响
身体健康。
　　王小滨还是一名运动达人，每天坚持跑步、健
身。他说，自己有个好身体，才能帮助到更多的
人。2021年，他还签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
书”，成为一名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多
做好事和善事，所以只要我能帮助别人，我就会义
无反顾地去做。”王小滨说。

为生命接力
他心有大爱

在外创业成功的李晓宁回村用心用情为乡亲办实事

“不干则已，干就得干出个样来”
　　11月17日，记者在安丘市辉渠镇辉渠村渠香面粉厂见到了“潍坊最美农
民”——— 安丘市辉渠镇辉渠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晓宁。两年前，36岁的
李晓宁回乡带领干部群众狠抓村庄治理，培植特色项目，带领乡亲们致富。在
今年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上，李晓宁作为“潍坊最美农民”代表上台领奖。

　　工作中，李晓宁把企业管理的经验用在村集
体经济管理上，立足村庄资源禀赋，确立了“招
引一家专业企业、盘活一批土地资源、培植一批
特色项目”的发展思路。
  针对原“辉渠村加油站”年年亏损、管理混
乱的情况，招引“鼎益中海石油”进行专业运
营，实现扭亏为盈，村集体年增收20余万元；为
盘活闲置资源，李晓宁经过“阳光议事日”反复
论证，流转村里闲散山地和村内房前屋后的闲置
空地7公顷，种植“甜红子”山楂，结合村内沸
泉、孝廉泉、玲珑泉等小景点打造“甜红子”景

观街道；他牵头成立安丘市金辉渠农业专业合作
社，流转山地10公顷种植金银花，建设中药产业
园种植基地，每年可带动村集体、村民增收120
万元。
　　今年，李晓宁又依托合作社，由村集体领办
成立村办企业——— 安丘市渠香面粉有限公司，联
合周边村小麦种植户搞“订单种植”，打造高品质
“渠香”面粉品牌，解决了当地小麦销路单一、收入
不高等难题，年可带动村集体收入60万元。
　　“不干则已，干就得干出个样来，不然就对
不起自己当初的选择。”李晓宁说。

引领经济发展，“不毛地”变“聚宝盆”

　　上任以后，李晓宁挨家挨户走访，针对存在
的矛盾和问题，制定清单流程，涉及重大决策、
“三资”管理、工程项目、涉农补贴等9大类70
项小微权力事项全部公开，确保公正合理。
　　作为当家人，他更是以身作则，村里的连村
路、户户通、自来水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
数目不小，其中也不乏有人想搞“潜规则”，都
被他坚决拒绝：“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工程必
须达标，质量过硬。”村里每年有几十万元的收
入，他不动一分钱，全部用于公益事业；村里确
实有客人需要招待的，他会自己掏钱。“只有这
样，我做事才有底气。”李晓宁说。

　　面对村里人居环境差、基础设施旧的状况，
李晓宁多方争取资金200余万元，安装太阳能路
灯38盏，改造自来水管网387户，硬化连村道路
4.5公里，整修生产路8条，实现129户天然气入
户。投资建设四德广场和乡村大舞台，让村民有
了休闲娱乐的场所，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村里
还对大学生家庭悬挂“书香家庭”标牌，倡树乡
村文明之风；村里80岁以上老人过生日，他带领
村“两委”班子成员集体上门，为老人送上浓浓
的祝福和生日蛋糕、鸡蛋、长寿面，让老人倍感
温暖，也让老人的子女们感动不已，村里尊老敬
老之风越来越浓厚。

着力民生治理，“烂摊子”变“幸福窝”

浓浓家乡情结，让“老板”变身“书记”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玉芳

李晓宁在面粉生产车间查看机械设备安装情况。

  为讲好潍坊农民故事，展示优秀农民风采，市委宣传部、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
联合开展了2023年“潍坊最美农民”选树活动，最终选树30名“潍坊最美农民”。今天
起，本报开设专栏，展示“潍坊最美农民”风采，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为建设实力强品质优生活美的更好潍坊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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