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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贫困地区基层

组织得到加强，基层干部通过开展贫困识别、精

准帮扶，本领明显提高，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

基础。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

派 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

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

驻村干部，目前在岗 91.8 万，特别是青年干部了

解了基层，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实践锻炼中快

速成长。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

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

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这同他们经受

了这几年脱贫工作历练是分不开的。

……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要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

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基层负

担，做好工作、生活、安全等各方面保障，让基层

扶贫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工作中去。要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确保新选

派的驻村干部和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轮训一

遍，增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能力。

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要

重点宣传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宣传

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

作的新举措好办法，宣传基层扶贫干部的典型事

迹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

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要认真听取，及时改进

工作，解决问题。对恶意攻

击、炒作放大个别问题影响

脱贫攻坚工作大局的，要坚

决依法制止。
——摘自习近平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3月6日）

青年干部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云贵高原上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在疫情面前筑起钢铁防线
方洪祥 李金雨

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是中国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许多新时代的
年轻人，带着青春的蓬勃气息，走出
党政机关、央企大厦，奔赴这里，发
光发热，谱写出了一曲曲时代新篇。

日前，记者走进云贵两地大山深
处，采访了多位扎根贫困山区的脱贫
致富带头人。

村民亲切地喊他“赫爬书记”

记者采访的第一站是双米底村。这个村
子坐落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上
帕镇的一处半山腰上，海拔2100米，被碧罗
雪山环抱。

驻村第一书记黄权向记者介绍说，双米
底村虽然离县城不算太远，但贫困发生率一
度达到 58.23%，在整个福贡县也是排得上号
的贫困村。

9 年前，黄权被中交集团派驻到广东省
大埔县茶阳镇广陵村扶贫。他带领村民开山
种柚，仅用了 3 年时间，便让村民摆脱贫困
走上了致富路。

随后，黄权又马不停蹄奔赴脱贫攻坚前
线，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双米底村。

一有时间，黄权就往群众家里跑，和他
们一起围着火塘烧包谷吃，帮村民一起铲猪
粪牛粪……渐渐地，村民看到他后都热情地
与他握手，还邀请他有空到家里去坐坐、聊
聊天。

哪家孩子辍学，哪家在哪里打工，哪家
收入不达标，哪家有重病患者，就连哪家在
县城哪个摊位卖菜，他都一一记在心里。

黄权还努力学习傈僳语，几个月后学会
了一些日常用语，村民亲切地喊他“赫爬书
记”（汉族书记）。

摸清了底就开始“对症下药”。脱贫离不
开发展产业，黄权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进村

“把脉”，根据专家意见，将双米底村红花花
椒项目调整到上帕镇产业规划之中。

“都是3年苗，还包种植、包管理，一亩
地政府给你掏4000块钱，你在自家地里种自
己的花椒，还给你发工资呢。”黄权帮村民简
单算了一笔账。

有村民担心花椒销路不好，他就耐着性
子细心解释：“怒江州正在大力发展绿色香料
产业，中交集团投资建设怒江绿色香料产业
园，花椒肯定不愁卖。”黄权的话像是一颗

“定心丸”，让村民们放下包袱安心种植。
2020年底，全村花椒种植面积超过 1000

亩。黄权盘算着，每亩花椒地产约 100 斤的
干货，按现在每斤40元左右的价格计算，每
亩地有4000元收入。

除了花椒，黄权还帮助村民进行草果种
植。从之前的土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到现
在的花椒、草果等经济作物，双米底村正在
经历一场村民致富巨变。

仅仅半年时间，黄权在双米底村共完成
了45个扶贫项目。一个个指向明确、内容具
体的扶贫项目让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漏风漏雨、污水横流的简陋养殖圈换了
新颜；农户门前装上了太阳能灯；14.5 公里
户间道路将几个村组紧紧相连，户连户、村
道连大道，新的乡村公路串联起村民们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

“跟着黄书记干就一定能致富！”村民仁
普叶开心地说。

他成了地道的“村里人”

怒江大峡谷最北端一个行政村叫秋那桶
村，位于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记者到这
里采访，随处可见峡谷与急流，适合耕作的
土地奇缺，对外交通更是艰难。

秋那桶村里一共有10个村民小组，村里
有百十来户人家，高高低低、零零散散分布
在山坡上。

2018年10月，姚聪学由中交集团选派担
任秋那桶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在离家
3000多公里的地方，两年多的时间，他成为
了一个地道的“村里人”。

为了解村子里基本情况，查找脱贫攻坚
的“短板”，姚聪学每天进村入户，早出晚
归，奔走在村子里大大小小的坡路上。

有一次，他和工作队员到石普小组走
访，远远听到屋里头一家人在讨论着什么。
在当地干部的翻译下，他了解到，原来是女
儿才英考上了大学，学费是向亲戚朋友借来
的，一家人正在为才英的生活费而发愁。

才英父亲患有癫痫病，全家仅靠继母在
土里刨食挣的一点儿钱维持生活，平时的开
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才英的事使姚聪学心里很难受。他知
道，贫困家庭考出个大学生不容易，特别是
在深度贫困的秋那桶村，如果才英因生活费
而影响学业就太可惜了。

第二天，姚聪学联系了中交集团的同
事，同事齐昌军愿意资助才英每个月 500 元

生活费，帮她完成学业。
怒江州山多坡陡，秋那桶村更是如此，

靠种地没法脱贫致富，必须谋划产业发展。
姚聪学走访后发现，秋那桶村民一直有制作
民族毯子、石板，压榨核桃油、漆油，编织
手工艺品的传统，但相对原始和分散，受场
地、业务、销售渠道等制约，无法形成产业
效应。

于是，姚聪学鼓励村民彭德军成立了秋
那桶创福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方面
让群众自己能够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中，通
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增加收入；另一方
面让怒族、藏族的传统手工艺品得以保留和
传承，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学习手工艺。此
后，姚聪学便多了一个身份——销售员。一
有机会，他就推销秋那桶村传统手工艺品。

如今，他这位说普通话的“外人”，早已
成了秋那桶村老百姓心中的“自己人”，“有
困难找姚书记”也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

村里来了位“五栖书记”

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古州镇三盘村采访并非易事。一路上，记者
坐的车子沿陡坡盘旋而上。

一下车，美景迎面而来：三盘村云雾萦
绕，古树参天，绿意盎然。吊脚楼若隐若
现，宛如人间仙境。

石廷满是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下派
的驻村第一书记。到岗后，她发现，自己其
实是“五栖书记”——除了是驻村第一书记

外，还兼任三盘村脱贫攻坚指挥所所长、驻
村工作组组长、网格员、结对帮扶干部。

苗寨饮水难，这是石廷满驻村后的第一
个感受。每天天一亮，石廷满就要到村口水
井去挑水，然后一步一个台阶抬水爬山，那
种艰难，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得到。石廷满
抬水常常遇见村里的老人，大家夸赞她：“石
书记，你比我们村里的媳妇还勤快哟！”

为解决村寨饮水难题，石廷满申请到
156 万元资金，对原有漏水的水库进行加
固，并在三盘村路边增设了两个共 300 多立
方米的钢架调节水池。

用水问题解决了，用电问题又提上了日
程。村里用电极不稳定，下雨打雷就停电的
现象时有发生，而且一停就是一两天。

在石廷满的谋划下，三盘村指挥所对全
村进行电网改造，重新规划线路，增加变压
器，确保村民用电安全稳定。

三盘村小学原本在村子的中部，是个老
旧的木质危房，经常是外面下大雨，教室下
小雨，学生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也没有。经
过几番努力，石廷满找来了资金，将学校重
新修缮，还给学校配备了厨房。

对每个村民，石廷满都很关心。在一次
走访中，石廷满发现村民康田刚在用吸管吸
食稀饭，一问才知道，康田刚患面瘫已经一
个月了，到县中医院治疗一周后效果不明
显，现在只能靠吸管吞食稀饭以补充营养。

“必须要进一步治疗！”石廷满告诉康田
刚，再这样拖下去病情还会更严重。于是石
廷满联系了黔东南州中医院专家，并将康田
刚带到州首府凯里接受针灸治疗。一周后，

康田刚出院了，因为有农合报销，他只花了
几百块钱的医疗费。出院后的康田刚，逢人
就说是石书记救了他。

吴老生和余老常两口子，都是年逾古稀
的老人，也是石廷满经常关注的对象。

2020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石廷满走进吴
老生的家门时，老人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

“儿子去北京打工了，走之前，手抄了你的电
话给我，说有事找石书记”。石廷满是个坚强
的女子，听到老人的话，不禁心里一热，泪
水潸然。

人在三盘，心在三盘。石廷满驻村已两
年多，在她的心里，三盘村早已是第二故乡。

孩子们有了知心“大姐姐”

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平江镇巴鲁村有
7个自然寨，9个村民小组，全村共有 592户
2165人，多民族混居，自然寨分散，居住环
境复杂。

在这个村子里，一个眉目清秀的姑娘经
常拿着一张“民情地图”串寨入户。她叫刘
园，是榕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名侗族干
部，2019年11月到巴鲁村担任网格员。

网格内有 70 户 293 人，刘园用一个月的
时间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并对照相关扶贫政
策进行研判。通过拉家常，她尽力摸清网格
内每家每户的详细情况。

“小刘呀，家里油茶种植补贴款没到呀，
这个月低保金发了没有呀？”

“小刘，快来！家里今天有好菜，你来跟
我吃饭哩……”

如今，村民越来越信任和依赖这个网格
员，大事小事总要跟刘园叨唠一下，听听她
的意见。她的话群众爱听，也愿意听。

有一天，刘园一如往常地挨家走访。突
然，一个小女孩闯进她的视野，脸冻得通
红，脚脏兮兮未穿鞋。刘园唤她过来。小女
孩叫欧帮运，是刘园网格内的贫困户，从小
失去母亲，父亲患精神病，她和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

小女孩的样子刺痛了刘园。为更好地帮
忙村民，刘园加入了榕江爱心资助团队，为
贫困儿童捐赠助学金。她还动员朋友及社会
人士为巴鲁村贫困家庭筹集生活物资，帮助
他们解决衣食、医疗、住房问题。

工作之余，刘园经常把村里留守儿童叫
到一起，帮他们辅导功课，带他们跑步，跟
他们讲自己的生活，听他们述说孩子间的

“小秘密”。孩子们对这个网格员又敬又爱，
亲切地称呼她“大姐姐”。

72岁的杨新华是巴鲁村的五保户，没有
劳动能力，居住环境较差，村委无数次动员
他入住敬老院都被他拒绝。

刘园经过几次入户与老人谈心，了解
到，杨新华不愿去敬老院，是害怕到陌生的
环境，不再有人去看望他了。刘园劝说他：

“你年纪大了，行动不便，现在国家政策可好
了，你到敬老院有人负责煮饭给你吃，有人
负责给你洗衣服，还有其他老年人一起看电
视、聊天。我在村里每天工作虽忙，但我会
每个月都去看望你的，好不好啊？”

最终，杨新华答应到榕江县敬老院生
活。看着良好的生活环境，杨新华露出满意
的笑容，拉着刘园的手说，“你要记得来看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园用真情和行动，
换来了村民的真心，成为了他们“最信任的
人”。现在，不管何时遇到刘园，村民都会热
情地跟她打招呼。

1月13日，中国铁建华北区域总部接到紧急通知，石
家庄市紧急修建黄庄公寓集中隔离点，需要支援建设。
疫情就是命令，中铁十四局驻河北各单位迅速反应，正
在施工的滹沱河生态修复项目部，在接到消息后立即行
动，承接了两个隔离区建设和相关配套施工任务，并在3
个小时内集结数百人进场，全力推进隔离点建设任务。

为加快施工进度，局里协调周边省份各项目部人员
设备，已上场近 1000 名建设者，在现场奋战了近 7 天，
很多人多次拒绝轮换，昼夜不歇，用血肉之躯在疫情面
前筑起钢铁防线。

截至 1 月 19 日上午，已完成全部板房基础建设，拼
装板房 1014 间，门窗安装接近 1000 间，场区道路硬化
1.35万平方米。此外还完成了更衣室、洗消池各一处，以
及工作营、物资营各一座，垃圾池一处。

在黄庄公寓隔离场所的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克服了
时间紧张、物料短缺等困难，逆行而上，为打赢这场
疫情歼灭战竭尽全力，也涌现了很多触动心灵的人物
和故事。

在石家庄产业园工作1年的生产线工班长李鹏，在1
月 14日接到黄庄公寓隔离场所建设任务时，第一个站了
出来，收拾5分钟便坐上了大巴。

为了避免家人担心，李鹏没敢给家人打电话。建设
现场十分寒冷，李鹏为了后勤人员支援方便，在现场找
两块砖头支起手机开始为后勤人员直播。

凌晨时分，一通又一通急促的电话打来，李鹏干活
太过于投入，没有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一旁的工友急
喊：“大鹏，你爸来电话了！”李鹏急忙放下手中的活，
接过电话第一句便说道：“爸，这么晚我都睡了，你快休
息。”“你还骗我呢！我从直播上看见你正在建设隔离
点，好样的！”挂了电话，李鹏才看见直播间原来早已进

入十多万观众，无数温暖关心的话语早已刷屏，要捐物
的、要捐钱的、要来支援建设的……

凌晨5点半，李鹏的电话再度响起，那头传来父亲的
声音：“建得怎么样了？”李鹏略显疲惫地说：“地基基本
完成，天快亮了。”整晚守在直播间的父亲恍然大悟：

“是啊，天都快亮了……”
有着7年党龄的石家庄产业园副经理李建航，在去往

援建隔离点的路上，不断嘱咐同事们戴好口罩，做好防
疫工作。抵达现场后，为了更好带动现场工人们在低温
天气下努力作业，他第一个拿起铁锹进行混凝土搅拌工
作；吃饭时拿起盒饭狼吞虎咽吃几口，便继续加入到战
斗中去。他说：“我是一名党员，要不怕苦，不怕累才

行，任何时候都必须第一时间冲上去。”
由于工作忙碌，李建航将近半年未见到妻儿，平时

视频通话里总是闹着要见爸爸的7岁儿子，这次不仅没有
哭闹，还暖心叮嘱：“爸爸天冷多穿衣服，戴好口罩，洗
手要消毒。”在零下 6摄氏度的隔离点，儿子的话像冬日
的暖阳，深深温暖着他的心窝。

石家庄产业园 2020年刚入职的大学生张春永，本不
在抗疫援建之列，但他再三提出申请，“这里是我的家
乡，我也想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在坚持下，张春永成为一组组长。抵达现场后，他
带领十余名工人火速开始打混凝土。由于低温天气，工
人们冻得直打哆嗦，张春永不断为工人们打气：“咱们现
在有机会为抗疫贡献一份力量，为了咱们身后的家人，
要与病毒赛跑！”

低温天气下混凝土特别黏，张春永组 39岁的工人曹
占杰为了快速打好地基工作，直接爬到混凝土中，浑身
上下沾满湿答答、黏糊糊的混凝土，衣服上挂满了黑乎
乎的冰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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