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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朱峰、高博、赵鸿宇

河北省新河县是位于黑龙港流域的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记者近日在这个县采访看
到，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扶贫一线锤炼党性、
改革创新、凝聚民心，扑下身子抓落实。全县
上下呈现出干群同心、埋头实干的脱贫攻坚
蓬勃气象。

帮扶全天候，做“不下班”的勤务员

6 月中旬，麦收时节，冀中南平原连续出
现 38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早晨 5 点，天
刚蒙蒙亮，新河县纪委驻村工作队三名队员
已在单位集合，6 点来到后沙洼村两位贫困
户家里，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状况。

“我们这么早工作，不是扰民而是为了便
民。这几天正割麦子，农户一般 5 点之前就都
起床了，乘着早晨凉快去地里，我们就趁着他
们起床后但还没去上工的中间时段，来进行
入户走访。”新河县脱贫办主任姬志勇说。

正午时分，骄阳似火，在申家庄村千亩连
片葡萄园里，村支书史凤水正和河北农大的
专家一起为农户讲解花果期管理。史凤水说，
这个时期的管理直接关系到当年葡萄产量和
品质，要重点做好疏花疏果、水肥管理工作。

正在接受指导的村民焦世峰告诉记者，史书
记有糖尿病，但经常在果园里一指导就是一
天，感觉眼睛发黑了就赶紧吃块糖，坐下歇一
会儿。

傍晚 7 点多，在南安家庄的小巷里，县发
改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万锐又开始了例
行的每天“遛弯”，从各家各户门前经过，看看
村民有没有新的困难。贫困户许贵辰家正进
行危房改造，刘万锐问了工程进度的事。

许贵辰说：“危房改造政策特别好，我这
两间新房，一分钱也没掏，你看这多结实。”

产业拔穷根，做乡村振兴的领航员

产业是强县之本、脱贫之基。县长李宏欣
介绍，新河县近年来选拔一批政治觉悟高、领
富能力强的党员担任乡镇、村干部，鼓励能人
返乡，以产业脱贫带动乡村振兴。

在刘秋口村，村支书刘运才带领村民成
立了鸿运种植合作社，探索实行“土地托管”
模式，采用村干部带头、贫困户及其他村民入
股分红的形式，建起近百个香菇大棚，同时发
展小麦良种繁育 1500 亩，组建专业服务队，
形成统一供种、供肥、耕种、管理、浇水、收割、
回收的“七统一”模式，农户每亩可多收益
300余元。

“最感谢的就是俺们村支书，他头脑活主
意多，我和老伴年龄越来越大，种地力不从
心，加入合作社土地托管后，村里统一搞，我
省心多了。”69 岁的村民刘守信说。

走进后沙洼村，上千亩的蔬菜大棚和苗
木基地蔚为壮观。村支书牛洪奎介绍，村里成
立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为主
体、“致富带头人+贫困户”共同参股的模式，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园区内瓜果蔬菜品种
超过 20种，亩均纯收入达到 1 万余元。

新河镇镇长董韬是“80”后，最近一直在
为辖区内宋亮村如何壮大有悠久种植历史的
黄韭产业奔波，“原来想建高科技大棚，我们
一家一户给贫困户做工作，他们有顾虑，嫌成
本太高，我们又调整思路，结合实际决定建简
易棚，每两个贫困户负责一个棚，投资少见效
快，现在一个棚每年纯收入上万元。”

党建统全局，做筑牢堡垒的战斗员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新河县委县政府要
求一线干部，必须以基层党建统领精准扶贫
发展全局，在扶贫实践中加强党性修养，夯实
党执政根基，提高党中央在群众中的凝聚力
向心力。

“党组织战斗力越强的村，扶贫工作干得

越好。”西流乡党委书记郎维才介绍说。西流
乡近年来加强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以前不
少村干部决定重要事务时，怕参与的人多了
会混乱，几个人一商量就决定了，引发了不少
矛盾，现在要求村党支部必须坚持对所有事
项公开评议，尤其是在贫困人口识别上，要召
开村民代表会议，评议结果公示后，村民都认
可才能通过。

史凤水对此深有感受，申家庄曾是县里
有名的乱摊子。2010 年，在外做生意的史凤
水回到村里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把全村 53 名
党员组织起来，一度涣散的党组织又步入了
正轨。申家庄村有 6个生产小队，史凤水把党
组织融入每个小队里，并带头成立合作社种
植葡萄，如今已有上千亩，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到 5000 多元。

“脱贫主体是农民，扶贫主体是干部，贫困
县脱贫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作用，努力
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脱贫攻坚的坚强
战斗堡垒，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员。”县委书记李群江说。

目前，新河县已有 1000 多名党政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下沉到扶贫一线，他们与老百
姓打成一片，以脱贫攻坚为抓手激活了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7 日电

俯身为民实干 挺胸为党争光
河北省新河县扶贫一线干部群像

新华社记者王子铭、凌军辉

“张妈妈，我给您别上党徽。”“七一”前
夕，南京市金康天地护养院迎来了一场特殊
的“党员活动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巡
特警大队原副大队长贺维宁为有 62 年党龄
的孤寡老人张娟戴上党徽。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段没有血缘的亲
情已经温暖了老人 23 年。

一次普通接警，认了两个“妈妈”

只要看到贺维宁，张娟老人脸上总会露
出幸福的笑容。虽已年近百岁，老人的精神状
态依然很好，这也是老贺最为欣慰的事情。

“他的好永远也说不完。”96 岁的老人拉
住贺维宁的手，眼中泛着泪光，思绪回到了
23 年前。

1995 年的一天，正在大队值班的贺维宁
接到报警称，有位老人在成贤街路边晕倒。他
和同事火速赶到现场，老人被及时送往医院，
转危为安。老人叫张镜园，无儿无女，和时年
73 岁的妹妹张娟相依为命。

“当时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看到两个老
人没有依靠，就萌生了照顾他们的想法。”老
贺说，自己是警察，还是一名老党员，帮一把
是应该的。

就这样，贺维宁带着巡特警大队 80 多个
民警和老人结了“帮扶对子”。“每到过年，老贺
会记得给老人‘压岁钱’，赶上端午节还会带上
艾草，就像回家看望父母一样。”同事钱晶说。

渐渐地，玄武分局巡特警大队形成了一
个传统：每一年新民警来到大队，都会在贺维

宁和其他老同志的感召下，到老人那里“认个
亲”。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由于行动不便，2011 年 8 月，在贺维宁的
帮助下，张镜园与张娟住进了博爱老年公寓。

“刚来贺队就告诉我，老张奶奶喜欢聊

天，小张奶奶喜欢看报，她们最爱吃的菜是黄
豆炖猪脚。”老贺的如数家珍，让老年公寓院
长祝玉梅印象深刻。

2014 年，老贺和同事们一起给张镜园老
人热热闹闹地操办了百岁生日。2015 年，张
镜园老人离世，贺维宁第一时间赶到处理后
事，并和同事们在殡仪馆送了老人最后一程。

祝玉梅介绍，老人在博爱老年公寓住了

5 年，贺维宁几乎每周都来。“他多忙啊，非亲
非故的，我打心眼里佩服。”祝玉梅说。

为便于护理，2016 年 9 月，张娟老人来
到了现在居住的金康天地护养院。虽然离贺
维宁单位远了不少，但他并没有减少对老人
的照顾。“贺队经常下班就过来看望老人。”护
养院护士长杨玉勤说。

“老人对我们也很好。”贺维宁说，只要他
出差在外，老人总会千叮咛万嘱咐，要他照顾
好自己。“碰上雨雪天气，老人经常打电话：
‘今天不要过来啦，跌跤不得了的。’感觉就像
妈妈一样。”

老贺退休了，爱心在延续

今年初，贺维宁退休了。家人希望他到广
州照看孙子，可他放心不下“张妈妈”，迟迟未
动身。

让老贺欣慰的是，他这份爱心事业有了
接班人。今年 4 月，贺维宁将“爱心志愿服务
队”的旗帜郑重地交到了徒弟傅智晔手中。

去年参加工作的小傅是个“90 后”，在校
时就热衷公益。“我最初觉得公益要有仪式
感，要能很快看到结果。跟师傅接触多了，才
逐渐理解了什么是‘润物细无声’。”

工作一年来，傅智晔对张娟老人的感情
也发生着变化。“从开始的完成任务变成了一
种自觉，以后可能会成为情感上的联结。”小
傅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传承。

当被问到打算什么时候去广州照看孙子
时，老贺说：“我先要把‘张妈妈’的事情都安排
好，儿子会理解的，因为他也是一名人民警
察。” 新华社南京电

民警老贺为他的“张妈妈”戴上党徽

坐落在山东兰陵县城西南的代村，曾
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郊村。可如今，代村
人已数不清有过多少考察团到这里参观
学习。来到代村，人们总会问：为什么一个
欠债 380余万元的穷村、乱村，崛起为产
业总值超 20 亿元、村集体收入 1 . 1 亿元
的先进村。代村人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感
谢我们有个好书记——— 王传喜。”

代村之乱：欠着外债数百

万，还要分家想单干

现在的代村，已是兰陵县卞庄街道代
村社区，一排排单元楼前水泥硬化路铺到
楼门口，晚上盏盏路灯点亮人们回家的
路。可在 19年前，代村却几乎散了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代村人心散、
治安乱、环境差，土地乱圈乱占、违建成
风，村委会瘫痪。村民更是分成几帮几
派，河西、前圩子、后圩子三个自然村闹
着“分家”，都想着多分些集体财产，对村
集体债务却是避之不及。

1999 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代
村全体党员一致推选 30 岁出头、下海
经商见过世面的王传喜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

村会计郭志国记得，王传喜上任后就
组织清理村集体账目。“可没想到外债总
额达到 386万元。”郭志国说，这如同天文
数字的债务，像一座大山。上任两天后，王
传喜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之后一两年
里，王传喜作为被告，先后出庭 100余次。

怎么办？王传喜要用行动证明，父
老乡亲没有看错人。

代村之治：人均耕地患不

均，调整土地聚民心

王传喜带着年轻的村委委员们，靠一件件实事推动代村
改变。债务压头、官司缠身，王传喜就跟债主说好话、做工作，
欠款一次还不清，就东挪一些、西凑一点分期还。同时，王传
喜立下了规矩，拖欠了村集体的钱要交，强占了村集体的财
产要退。

对代村老百姓来说，耕地分配不均比债务更堵心。由于
历史遗留问题，“地多人少”与“人多地少”在代村同时存在。将
土地调剂余缺，无异于动了少部分人的“命根子”。村干部们在
田里打下的界桩，没两天就不翼而飞。王传喜就带着人再打
一遍。有的地块，前后打了三次界桩，村干部在地头搭了窝棚
守着才最终保留下来。

调地方案公布后，却没人敢带头执行，少数人还极力阻
挠。有的人满腹牢骚找上门来，有的人往院里扔刀子、丟石头
以示威胁。王传喜正在上学的孩子被人恐吓。顶着压力，王传
喜咬着牙带着一班人完成了土地调整，更让老百姓看到了“敢
干事、干成事”的决心。

代村之兴：生活富裕心情美，乡村振兴更可期

王传喜上任后，一手解近忧，一手谋远略。他制定了代村
第一张发展规划图，仔细谋划代村的未来。“卖地能挣钱，可钱
花完了呢？上工业项目能挣钱，可环境呢？”王传喜 1999 年制
定的规划图，在办公室一挂就是 13 年。代村的土地一分不
少，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2005 年，王传喜抢抓机遇将全村 2600 亩土地流转归村
集体经营。2007 年，又流转周边 5个村的 7000 多亩土地，高
标准建起现代农业示范园。

2010 年，王传喜带领规划投资建设了代村商城。凭借现
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新名片，代村商城带动就业超过 6000
人，集体经济收入 4000 多万元。

王传喜用 10 年时间完成了旧村改造，建起了 65 栋居民
楼、170 户小康楼。社区医院、小学、幼儿园、老年公寓拔地而
起。村民年人均纯收入 6 . 5 万元，全村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实
现了人人有工资性收入，家家每年都有村集体“分红”。

从落后到先进、从贫困到富裕，代村用 19 年的时间实现
了全面发展。这里的干部群众说，大家希望跟着王传喜再大
干二十年，让代村再上新台阶。 （记者萧海川）

据新华社济南 6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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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选村支部书记的那一刻，就立下誓言，一定让村民
越过越好，让村子越来越美，年年都有新变化。”回忆过去，河
北雄安新区安新县留村党支部书记刘士英感慨万千。

33 年来，刘士英团结带领群众筚路蓝缕，把留村从十里
八乡的后进村发展为村富民富的先进村、群众拥护的党建示
范村、淀阔苇绿的生态宜居村。村民由衷地称颂刘士英为“老
书记”，是大家美好生活的“引路人”。

如何把全村父老乡亲拧成一股绳？刘士英说：“先得把党
组织拧成一股绳，党员干部带动村民，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在他的倡议下，留村党支部积极充实自身，学习党的
政策精神，借鉴优秀案例，制定适合本村的特色管理机制。

留村党支部从“两委”干部、党员、党小组长、村民代表抓
起，严格执行上级决策；同时完善村治保组织职能，每年协调
服务村民的各类纠纷，让大家有啥大事小事都能找到组织解
决。村党支部书记带好头，村“两委”干部有担当、有公心、有闯
劲，大家伙儿一起为留村的发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短短 30 年间，留村涌现出 82
家制鞋企业。在留村，每位村民都有班上、有钱挣，还吸引
4000 名外来人口实现稳定就业。

“致富吃下了‘定心丸’，还要发展可持续。”刘士英说，为使
企业规范有序发展，党支部提前规划工业小区，主动帮助企
业协调落实手续。在党支部的努力下，村民自己无力解决的
问题依靠集体力量得到有效解决，工业小区投资基建设施
3000 多万元，既改善了企业作坊式生产问题和村民的居住环
境，也为村企业的做大做强创造了有利条件。

村民越来越富，村子越来越好：硬化的道路，崭新的校园，
宽敞的活动室，入户的自来水，明亮的路灯……处处体现了村
庄的殷实。除了物质富足，精神也要富足。刘士英说：“村里成
立了武术会、秧歌队；治保会和巡逻队定期排查隐患，杜绝恶
性事件发生；每天有 2 辆车，每车 4 人，专门负责村内卫生和
垃圾清理工作，为村民打造更好的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感。”

“党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后，我们感到无上荣
光，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服务群众的愿望更加强烈，大家伙
儿不用扬鞭自奋蹄。”刘士英告诉记者，村党支部和村民们以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配合新区、县委和镇党委的重点工作。
“留村 82家制鞋企业，以最高环保标准关停整合为 30 多家。
同时对实验中学、徐新公路垃圾、高速引线两侧、新安北堤、
新护城堤的垃圾进行了全面清理。通过治理，企业发展后劲
更足了，村庄更美了，老百姓对美丽雄安有了更多更大期待。”

（记者王昆、李继伟）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老书记”为美好生活“引路”

▲贺维宁警官（左一）介绍几位新警员与老人“认亲”（资料片）。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本报记者张海磊

“昨夜别小儿，何时回家乡。高原风雨行，
雪域再故乡。”2016 年 9 月 9 日，李明康到甘
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当援藏干部的第一晚，
写下这首《别》。

从此，他与雪域高原为伴，将脱贫念于心
间。当记者见到李明康的时候，这位来自城市
的纪检干部在高原已经变成了黑脸康巴汉子。

一人、一车、援藏梦

2016 年 7 月，成都市金牛区向全区各单
位发出了第四批对口援建石渠县的报名通
知，金牛区建设和交通局纪工委副书记、监察
室主任李明康考虑到自己有多年高原工作经
验，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平均海拔 4200 米以上，空气中含氧量是
成都平原的 45%，石渠县是四川最偏远、海
拔最高的县城。曾经，这个被称为“太阳部落”
的地方饱受包虫病的侵蚀。

2016 年 9 月，正是雪域高原最美的季
节，雪山晶莹，草甸青绿。李明康踏着秋色，来
到石渠，担任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负责工程
项目规划、办公室管理和洛须片区的道路建
设，后又同时担任奔达乡格绒村第一书记。

“刚来的时候局里的废旧皮卡车闲置，我
重新修理后竟然还动了起来。”李明康说道。
从此以后，他三分之二的时间与这辆皮卡车
为伴。

当天，李明康开车带记者前往格绒村，车
轮碾压过的土路扬起一片尘土，一路坑坑洼
洼颠簸得人要散架。在一段环山路前，车子慢
下来，一侧是笔直的山坡，另一侧是垂直的山
崖，金沙江奔涌向前，“这个红崖子还不是最

险的，每次经过，风吹时会有碎石往下掉，汛
期时一侧的河水上涨，有种在水上漂的感
觉。”李明康说。就是这种连当地人都不愿走
的“崖子”，从奔达乡到真达乡短短 30公里的
路上还有 4个。

石渠县多为土路，坑洼较多，皮卡车曾多
次“不争气”，拖车 3 次、抛锚 8 次，爆胎、减震
器坏掉无数……

“石渠县今年要完成 2500 多公里的通村
通畅道路建设，以后再来就方便多了。”李明
康开着车，眼里充满期望。

第一个住在村里的干部

在高原湛蓝色的天空下，外墙为藏红色
的格绒村村委会格外显眼，李明康住在村委
会的一个小调解室里，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间
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在他来之前，房间是另
一番模样：没有窗户，雨天漏雨，墙皮卷
起……

临近中午，62 岁的格绒村村民仁清拉姆
听说李明康书记回来了，像个孩子一样特意
跑来。看到李明康后，她不停地竖起大拇指，
满脸都是迎接亲人归来般的兴奋。

去年 12 月 29 日，当仁清拉姆从村长四
郎扎西手里接过绿油油的小白菜时，她怎么
也没想过自己家门口的土地上还能种菜。

藏族群众饮食多以牦牛肉、奶制品为主，
村民买蔬菜最近也要到距离村子 60公里的
洛须镇，价格较贵还不新鲜。

“能不能在村子里盖个大棚，教村民自己
种菜？”金牛区建设和交通局支持 8 万资金
后，李明康开始着手实施。

于是，采购原材料，带村民建大棚，手把
手教村民整地、播种、浇水……

去年 12 月 29 日，早上八点不到，格绒村
热闹起来。

村民们聚集在大棚前，刚摘的小白菜、瓢
儿白、茼蒿、萝卜、生菜摆放整齐。村支书吆喝，
村长把菜称好递给要买的村民，村会计收钱记
账，俨如一个小菜市场。村支书四郎言登说：
“我们以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把种出来的新鲜蔬
菜卖给村民，卖菜收入一半留出来用作集体资
金，一半当补助资金发到村里的五保户。”当
天，仁清拉姆从村里领到了 90块钱的补助。

驻村的日子里，当孤独半夜袭来，“一把
豆豆，一壶老酒，一个孤人，一夜忧愁”，李明
康会写点小诗排解。

“2017 年初我回成都休假，2 月 12小儿
子出生，2 月 21 日老爹去世，3 月 18 日假期
结束，从成都赶回村里，4 月 6 日又传来二哥
去世的消息。”说起家庭，他眼眶泛红。

格绒村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次下
了一晚上雪，第二天一大早李明康出门擦去
皮卡车上的雪，正巧路过的仁清拉姆以为李
书记要离开，便呼叫其他村民，念叨着“不走，
不走”。当得知李书记只是暂时离开去工地看
项目后才松开挽留的手。从此以后，每次下
雪，仁清拉姆和其他村民都会轮流帮李明康
把车擦干净。

一个纪检人的坚持

到村子里的第二天，李明康开着皮卡
车出发了，他要去检查洛须镇龙溪卡村的
道路施工现场。今年李明康负责的洛须片
区的村通村畅道路建设涉及 56 个村，近
100公里。

一到工地，他围着 20 多米长的挡墙看了
一圈又一圈，然后拿来一把锄头，爬上基础坎

用力一拉，一块条石就滚下了沟，“这样的挡
墙能挡什么？挡风还可以，要是下雨，这挡墙
就挡不住了。”现场施工负责人被李明康问得
说不出话来。看完挡墙，他又爬上旁边的砂
石，弯下身子，用手在石堆上一挖，塑料布、瓶
子、大块石头等全被挖了出来。在铁的事实面
前，施工方的人员只能承诺返工整改。

有次验收结束后，已经是黄昏时分，李明
康回到县城。他前脚到家，施工方派人进了
屋。来者一进门，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
封，塞给李明康。

李明康脸色严肃起来：“请把这钱用在工
程上、材料上，不准再偷工减料，要长期揽活
做，信誉是第一，把工程做成良心工程……”
来人接过李明康甩过来的信封，无言以对，出
门便消失在夜幕中。

对于这类事，李明康已“见多不怪”了。
曾有工地上的工人看不下去，问他“李局

长，你一个援藏干部管这么多，图啥？”
“如果现在当没问题通过了，以后有问题

了怎么办，那个时候老百姓骂的是我们。这是
国家的扶贫资金，是老百姓能真正享受到实
惠的。”李明康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离开的当天，原路返回，从洛须镇到石渠
县，再从石渠县到玉树巴塘机场，这条路线对
李明康来说再熟悉不过，也许是不久他又要
一个人面对无尽又寂静的山路，一路上，李明
康一直在跟记者聊天，当然话题还是离不开
石渠那片土地。

到达巴塘机场，记者进入安检前本想跟
李明康挥手告别，却发现他一个铁骨铮铮的
汉子，一个在部队时曾经获得过“中国武警十
大忠诚卫士”的人竟先转过身去偷偷抹了一
把眼泪，“下次你们再来，石渠会更好。”李明
康的眼神里写满期盼与自信。

“太阳部落”来了援藏“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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