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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选择；
有什么样的理想，就有什么样的方向。

近日，记者走进青海省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的诞生地——青海省互助县塘川镇双
树村。在这里，有幸聆听了71年前那段光
辉岁月和感人事迹。

在双树村，不得不提“胡成海”这个名
字，他是双树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49年10月成为入党对象的双树村村民胡
成海曾说，“我有两个娘，生养我的是娘，培
养我的是党。党员要干给群众看，组织群
众干，帮着群众干，见了利就躲。党员干部
只有无我，才能为公为民。”

71 年前，青海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
生在双树村这块土地上，自此，凭借着“奋
勇争先、永不停步”的可贵精神，同辛勤耕
耘在黄土地上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一道，
诉说着红色土地上的觉醒。

1950 年代，这里成立了互助县的第一
个初级社，第一家规模最大的农村供销社，
第一个由30辆大板车组成的运输队；1960
年代，这里成立了青海全省规模最大的青
杨育苗基地，互助县第一个有组织的集体
副业队，第一家村办企业砖瓦厂；1970 年
代，这里组建了互助县第一家农村手工木
料加工厂，创办集体企业青稞酒厂，通电，
扩建小学；1980年代，这里建成了西北地区
最大的国家级“八眉猪”种质资源定点保种
单位——“互助八眉猪”保种场，拥有百人的农
民运输队，涌现出了一批经济能人……

翻开双树村的历史，如同翻开了一部
厚重的历史教科书，站在双树村迎风飘扬
的国旗下，品读“青海省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11个大字时，一切内容不仅是双树人的
骄傲，更是这个红色文化村的自豪，上面记
载着这些革命者的执着、热情和对革命的
信仰，以及他们走过的足迹。进入21世纪，
双树村提出“党建强村、产业兴村、技能富
村、农业稳村”新思路，坚持倡导勇闯市场，
当技能型农民，以先进文化引领乡土文化，
以现代文明培育乡风文明，追求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青海首个农村党支部在双树村成立绝非偶然。这块土
地哺育的人身上体现着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从而迸发出艰
苦创业、勤劳致富的巨大热情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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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海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双树村：

红色引擎下的奋勇争先

本版稿件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孙海玲采写

双树村新貌。资料图

▼▼双树村曲艺演唱队双树村曲艺演唱队。。资料图

“现在的日子太好了，天天跟过年一样！”今年
70岁的袁有贵喜笑颜开地坐在院子里：“俗话说火
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咱们村有今天的发展离不
开强有力的党支部。”

袁有贵老人是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塘川镇双树村村民，1970年代他曾担任过村大队
队长，还当过生产队的保管员，老人亲身经历过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谈及“全省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时，他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些许自豪感。

距离互助县城7公里的地方，有着一个800多户
3000多人的村子——双树村，这里紧邻塘川河畔，宁
互公路穿村而过。此地历史悠久，始建于明朝初年，
因明万历年间有两棵大榆树而得名“双树”。

初夏时节，土族之乡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到
处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带着仰慕之
情，走进双树，在这里聆听了一段红色的双树
故事。

71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青海省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塘川镇双树村党支部，升起了
青海农村大地上第一面党旗。

1949年 9月 5日，西宁解放，宣告了马步芳反
动集团的覆灭，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互
助，互助全县解放，中共互助县委员会、互助县人
民政府正式成立。同年 10月，互助县委派出由刘
元祥、郝凤洲为正副队长的征粮工作队进驻双树
村，同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重点培养贫
雇农中的积极分子。

彼时，刚刚解放的互助县，新生政权立足未
稳，国民党残余势力、流寇、马匪横行。当地群众
在敌人“见了解放军开枪、见了二转子杀光”的威
胁下不敢向党组织靠拢，然而红色的希望还是从
双树村群众心中不断燃起。

1949年 11月 2日，经过党组织考验和战斗洗
礼，双树村村民胡成海、袁生英、胡明伟、袁忠寿、
李禄邦 5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互助县第
一批批准入党的党员中，双树村就占了 27.8%，但
是由于解放初期形势十分复杂尖锐，出于保护革
命同志的需要，他们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

1950 年 2 月 8 日，正值寒冬腊月，冷雪冰霜。
在一区区委组织委员苏仕仁的主持下，于胡成海
家西北屋角召开了青海省农村党组织发展史上意
义重大的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双树乡双
树村支部委员会。

自此，饱经风霜的双树村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其后的几十年里，双树村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及各项社会
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时候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亲身经历过这段岁月，我认为，没有村上的党支
部，也没有今天的双树村。”袁有贵老人举例说，

“村子能发展，村里的党支部发挥着重要作用，以
前咱们村上种的小麦，亩产顶多 500斤左右，后来
党员们带领村民科学种植，引进先进的种植方法，
带着大家平整土地，此后村上小麦一亩地能收将
近1000斤，这在当时可了不得。”

1980年代，良种工程建设力度加大，青春533、
4425、马牙蚕豆、下寨 65、杂交油菜相继在双树村
的沃土里生根发芽、结果。各种新型农机具开始
耕犁这片古老的土地，地膜洋芋、蚕豆点播、油菜
丰产栽培等先进技术也实现了与古老土地的完美

“嫁接”。
逐渐地，养殖业已从配角成为农民增收的主

角，开始大放异彩。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
业生产快速发展。

今天，当记者走进这个红色村庄时，村委会办
公楼对面的中心学校里传来琅琅读书声，柏油路
直通家门，村道巷口干净整洁，村子里学校、图书

馆、文化休闲广场等公共场所设施一应俱全。
71年花开花落，71载岁月流转，曾经在这片红

色土地上诞生的“奋勇争先、永不停步”双树精神，
如今依旧延续着，这种延续体现在群众满脸洋溢
的笑容里，也体现在村庄不断向前的发展足音中。

“从吃井水到每家每户用上了自来水，从煤油
灯到如今的电灯电话，咱们村里还修建了处理污
水的下水管道，大多数人家都用上了方便好用的
水厕所，按一下就冲干净了。”袁有贵讲述着今天
的“好日子”。

“可不是吗，现在咱们村民的生活水平好了，
衣食住行都有所提高。我们家也宽裕了，新盖了
二层小楼房，咱们老两口还能养养猪，日子过得可
真幸福呦！”在一旁的老伴笑着说。

如今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幸福美满，但袁有贵
老人还是闲不住。前几年，他在自家后院建起了
猪棚，养殖规模也从刚开始的几头猪到现在的 80

头，去年正赶上猪肉行情好，他家的收入达到了10
万元左右。现如今，像袁有贵一样通过养殖走上
致富路的村民越来越多。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袁广珠是双树村第11任村
支书，据他介绍，目前双树村共有农户 831户 3334
人，党员65名，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全村现有商铺
128家，现在村上一半人家住楼房，70%的人家有汽
车，农户通电通水率达到100%，2020年农村合作医
疗参保率达到100%，新农保参保率达到98%。

“2018年，咱们村种植当归 600亩，收入达 300
万元。2020年，咱们村有了光伏产业，村集体收入
达 51.2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了。”袁广珠
说，口袋富了，全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也在持续增强。如今党建已成为双树村发展的“红
色引擎”，特色种植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密码”，下
一步双树村将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旅游，发展
设施农业，壮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奔向乡村振兴。

在双树村四十几平方米的纪念展览室里，“青
海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这
里是青海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馆内的每
一件物品都沉淀着历史沧桑，写满了这片土地上
曾经的革命故事，也承载着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
铸就的“双树精神”。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点点
星火终成燎原之势，照亮了古老村庄的夜空。

1951年，党员胡明伟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赴北京参加表彰，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勉励他要继续发扬“奋勇争
先、永不停步”的红色双树精神，将党员初心继续
践行在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此后，“奋勇争
先、永不停步”便成了“双树精神”，这种精神犹如

一盏指路明灯，引领着双树人探索前行。
这几年，双树村党支部以“奋勇争先、永不停

步”为精神引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充分发
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2005年，村里9.6公
里的道路全部被硬化，村民们告别了“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的日子；2009年，村里的田间渠道
全部维修，农田灌溉得到保障，村民的种植收入得
到进一步提高；2010年，村里通上了自来水，实现
了人畜饮水安全，还办起了预制厂、獭兔养殖场，
极大地改善了村内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村集体
经济的长足发展。

从历任党支部书记到现任党支部书记袁广
珠，他们不断传承前辈们勇于创新、敢于争先的优
良作风，将双树精神发扬光大。几年来，土房换砖
房，砖房换楼房，加快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以“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建成牛羊育肥场、餐
馆、榨油厂……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
展。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12483 元，仅务工总
收入就达2400多万元。

“你瞧，公路两旁的商铺集市，一栋栋农家小
楼，一辆辆私家小车，这些都是双树人用自己的勤
劳双手和双树精神绘就的小康画卷。”袁广珠说，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全村现有商铺 128家，一半
人家住楼房，70%的人家有汽车，群众幸福感、安
全感、获得感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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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树精神双树精神

双树精神绘出小康画卷

▲党员干部参观青海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黄灵燕 摄

双树村村委会办公楼及青海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双树村村委会办公楼及青海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黄灵燕黄灵燕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