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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记者手记]

●姓名：王律峰

●事迹：担任民众村党支部书

记后，王律峰做了多重改革。在生

态农业建设方面，一是打“绿色健

康牌”，与农业服务中心联合，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引进优良稻种，采

取科学的种植方式，比如“虾稻共

生”的方式，产出无公害，品质高的

大米，提升农业附加值。二是试水

生态旅游产业，打“观光农业牌”，

深入挖掘自身资源，实施农业多元

化经营，创建了宝山第一家水稻小

龙虾立体养殖基地，对外开放，垂

钓娱乐，推出了“民众村龙虾节”，

连续两年分别荣获“上海市水稻高

产一等奖”，注册农业商标推广精

品有机大米，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反响。

在采访过程中，王律峰身上令

记者感受最深的特点就是廉洁奉

公。为了精简养车开支，在王律峰

的主张下，将村里唯一的公车拍卖

掉了。拍卖后，村干部每个人都开

自己的车，都是私车公用。

在采访过程中，他形象地比喻

说，“村干部需要脚踏实地工作，因为

村书记是全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

出来的。作为年轻人，需要不忘初

心。”在压缩行政开支的同时，村民的

收入显著提高，比原来提高了50%。

王律峰说，一个村就像是一个

小社会，若要老百姓服气，就要将

所有运作在阳光下运行，实现村务

公开，经得起村民的监督。

不仅如此，作为大学生村官，

他还扶持了一批青年力量。比如

村委会的两委班子的5位成员由2

个“70后”和3个“80后”组成。王律

峰刚接手村委会工作的时候，村干

部出现了严重青黄不接的情况。

他亲自在村里的党员大学生里遴

选了2位大学生村官。

在阳光下运行村务
经得起老百姓监督

青，是绿色，

是生命的颜色；

春，是季节，是成

长的季节；青春

是人生最美好的

季节，青春需要

梦想。“心有多

大，舞台就有多

大”，心中有梦

想，我们才会执

着于脚下的路，

坚定自己的方向

不回头；在青春

中寻找梦想，在

不利与艰难的境

遇 里 百 折 不

挠。

——王律峰

“新官上任

能文能武 警校毕业的80后村官心中有本“致富经”

龙虾节、虾稻米帮村里摘掉穷帽子
1984年出生的王

律峰曾是一名警校生，
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
一名村官，在而立之年
成为罗泾镇民众村的

“掌门人”。他开创龙虾节，研发虾稻米，多管齐下，仅
仅几年就带领入不敷出的“穷村”奔向致富之路。

今天，本报推出“乡村好青年 致富带头人”系列报
道第五篇，了解罗泾镇民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罗泾镇动拆迁办公室主任、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律峰的事迹。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工作日的一个早晨，记者来到
王律峰工作的罗泾镇民众村村委
会。附近的稻田里，农民正在忙着
插秧。走进一个空旷的场地，那里
停了数辆久保田拖拉机。王律峰打
开一扇大门，里面停了密密麻麻的
农机设备，他一一介绍，如数家珍它
们的型号与功能。“现在，我们村每
百亩配备农机的水平已经超过日本
了。”说起这些的时候，王律峰脸上
掠过一丝骄傲。

之所以对农机设备如此捻熟，与
他过往的经历不无关系。2007年大
学毕业时，王律峰面临两个选择，一是
在外地留校当警校老师，二是回家乡
工作。几番考量，他选择了后者，回乡
在镇机关工作，历任综治办干事、镇
610专职干部、镇团委副书记等职务。

2011年，他回到家乡民众村工
作，被委任村委副主任一职，分管农
业。那一年，他才27岁。虽然从小
在农村长大，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但其实王律峰对农业并不了解，他自

主考了拖拉机等农机设备的驾驶
证。农忙的时候和农场职工一起劳
动。当时，村里人对这位20岁出头
的副主任的印象不错，认为“小伙子
还可以，不是纸上谈兵”。

2014年，他全票当选为民众村
党支部书记，成为一名“80后”村书
记，也是当时罗泾镇最年轻的村干
部，镇里和他一样的村书记大部分年
龄偏大，他几乎能一眼看到自己退休
前的样子。

王律峰希望为村里做点事。现
在的农村和以前不一样了，采取的是
合作农场模式，农民们集体劳动，全
程机械化。不管是插秧，还是收割大
部分可以靠农机设备解决。但有一
样没有变，整个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
响到农民的福利。

彼时，民众村一年的收入只有
100多万元，在罗泾镇属于“穷村”，
主要收入靠出租原有的老仓库老厂
房及场地，但是这块收入随着宝山工
业园区征地而日渐减少。新官上任，

王律峰烧了“三把火”，首先他搭建了
以“75后”“80后”为主的班子，明确
了村级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规划：一是
对原有资产进行清理，通过适当提高
租赁费用来提高村级收入；二是抓存
量土地资产管理，对一直处于废弃状
态的宅基地充分利用，增加经济收
入；三是通过司法途径，将300亩树
林成功收回并转化为村集体资产享
受生态公益林待遇；四是利用环保、
拆违等将堆放储藏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关停转型，将废旧塑料加工厂转型
为金属加工，同时将各类土地产生的
收益用于提升村民福利，更好地服务
保障民生。

实施这几项举措后，村里的收入
一下子翻了两番，王律峰给记者算了
笔账，比如仓库的仓房适当提高租金
收入后多了一笔收入；他们盘点了存
量土地管理，将原先荒废了十几年的
杂草丛生的荒地平整后，作为为雪花
啤酒厂摆放中转物资的地方，每年一
下多了100多万元收入。

积极创收 多项举措让村里收益翻两番

王律峰展示虾稻米礼盒。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除了明确村级经济发展的进一
步规划外，王律峰还萌发了打造生态
农业，将农业与旅游跨界结合的想法。

2016年，王律峰在民众村建立
了宝山第一家稻田小龙虾立体养殖
基地，获得村民的追捧。在王律峰看
来，虾稻米的经济效益比单纯种植水
稻要高许多。比如一亩田原来的产
值是2800元，现在种植了虾稻米后
的变成了一万元。与此同时，龙虾的
市场价是30元/斤，一亩地龙虾的产
值是6000元。由于龙虾和水稻同呼
吸共命运，不能打农药，倒逼出了真
正的无公害大米。大米因为有了附
加值，可以卖到20元/斤。

现场，王律峰拿出一盒外包装精
心设计的虾稻米礼盒，里面有5斤大
米，一双木筷。“虾稻米问世后，受到
市民的欢迎。”

谈及当年种植虾稻米的初衷，王
律峰将其归结为灵光一现。“前几年

小龙虾受到市场追捧，我就在想，是
否可以将小龙虾和我们的大米来个

‘联姻’。对于这样的想法，起初也有
不同的声音。我们请教了很多农业
生产专家，发现这事能成，便引进了
虾苗，第一年就试验成功了。”王律峰
介绍说，民众村共有860亩地，其中
水稻小麦占了500亩，种植虾稻米需
要对农田进行水利设施的改造，形成
回字型种植空间，当中是水稻，周围
是小龙虾。目前，村里共有70亩田
地用于虾稻米的种植。

不仅如此，颇有头脑的王律峰还
策划了首个小龙虾垂钓节。在活动
举行前，他一直担心万一没人来怎么
办，没想到待活动开幕后，他和小伙
伴们担心的事变成了人太多了怎么
办？眼看着自驾车不停地开进来，很
多人在排队入场，工作人员生怕有突
发事件发生，同时还要应对安全防范
和停车难的问题。“可以说，这叫担心

并欣慰着。因为垂钓节举办的非常
成功，最远的还从长宁驾车过来的游
客。端午小长假还出现了人流高峰，
一天的客流达到750人次。其实大
家小时候都钓过小龙虾，重拾垂钓，
能找回乡野田趣的感觉。”

“现在有好几个镇都推出了小龙
虾垂钓节，也有不少开始了虾稻米的
种植，竞争对手变多了，你们有压力
吗？”对于记者的问题，王律峰抱着非
常开放的态度，他表示，在做市场调研
时，虾稻米技术得到了区镇相关职能
部门的技术支持，属于宝山首创。现
在已经覆盖到了五六个街镇。虾稻
米能带动农场职工的收入，不该是一
枝独秀，更应该百花齐放。他们愿意
将这一优质的模式进行推广辐射，并
在已经在各种会议场合分享小龙虾
技术。“市场是无限大的。眼下，我们
已经将这一技术输出到了周边好几
个村。好几个村也启动稻虾混养。”

别出心裁 研发虾稻米 开创镇里首个小龙虾垂钓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