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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军伟、林凡诗

张华转业不到一年，便主动申请到中越边境
地区的深度贫困村任第一书记，退伍不退军人本
色，把扶贫作为人生第二战场，发扬不成功不收兵
的军人作风，带领全村脱贫摘帽。近日张华因积劳
成疾，突发脑溢血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将自己蓬勃
的生命献给了扶贫事业，年仅 42 岁。

张华去世后，他的办公桌上留着吃剩的半瓶药
和一本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扶贫日记。大家认为，张
华同志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心系群众、无私奉
献，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转战第二战场，不改军人本色

白衬衫、西裤，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
锃亮，走路腰背挺直“带风”，一看就“当过兵”。这
是张华初到汤亮村时，留给村民的第一印象。

张华 2017 年 10 月转业到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工作，2018 年主动申请到百色靖西市安宁乡汤亮
村任第一书记。汤亮村位于大山之中，地处边远，
全村 1328 人中有贫困户 88 户 326 人，贫困发生率
达 24%。

考虑到村里条件太差，最初乡里准备将张华
的住宿安排到乡政府宿舍，但是张华拒绝了，他拿
着行李住进了“不具备住宿条件”的村委会办公
楼。楼里不通自来水，他就用桶到溶洞口挑水；没
有厨房，就简单支个锅；没有厕所，就到村民家借
用。

“刚到村里那段时间，张书记都是到我家吃
饭，最后偷偷给我留下了 300 元饭钱。”村党支部
书记王启倍说。

为尽快吃透村里的情况，张华网购了一辆电
动车，白天到田间地头找群众交流，晚上走家串户
了解贫困户想法。

不过几天，村民们发现张华变了。皮鞋西裤换
成了运动鞋牛仔裤，裤子上经常沾着泥土，人也晒
黑了。

王启倍说，张华对待扶贫工作就像打仗一样，
总是风风火火，从不叫苦叫累。过去“村两委”干部
开会时，总是有人迟到，这对张华来说无法接受，

他总是第一个到会议室，笔直地站在会议室等大
家。没过几次，大家开会不敢迟到了，而且有些会
议经常开到深夜。

5 月 27 日，靖西遭遇百年一遇大雨，市区许
多道路被洪水淹没，车辆无法通行，在市里开会的
张华对汤亮村牵肠挂肚，不顾大家劝阻，坚持要赶
回村里。冒着危险回到村里后，他立刻组织转移受
灾群众，涉水查看农作物被淹情况，协调处置安全
隐患点。

事后，张华对同事说：“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
作为第一书记一定要和他们站在一起。”

“军人出身的他，身上有一种时刻准备冲锋
陷阵的精神。”汤亮村驻村工作队员岑业鹏说，
“他天天惦记着扶贫工作，总不肯让自己稍稍休
息一会儿，这次终于能够‘休息’了。”

有军人的硬朗，也有颗柔软的心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张华不但有着军人
的硬朗作风，还有着柔软的内心，始终心系着群
众，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困难群体。

80 岁的潘姆勤老人一听记者问到张华书

记，眼泪立刻流下来。“他知道我牙口不好，经常
拿饼干面条这些好消化的东西给我。”老人叹息
着说，张书记就是自己的亲人。

村民潘桥开 16岁的女儿因病辍学在家，自卑
自闭。张华知道情况后，一次次上门开导、鼓励，女
孩从最初的躲在房间到最后听到张华的声音就主
动搬凳子迎接。潘桥开说：“张书记的劝导让女儿
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得知书记去世的消息，她难
过得哭了好久。”

马良屯 66 岁的五保户杨从宜，家里的房屋
没有门窗，每逢雨天，满屋子都是水。张华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想方设法找人帮老人安装上了
大门和窗户。

“每当看到群众那真诚的笑容、真诚的谢
意，我心里就充满了温暖，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
心更足了。”2018 年 10 月 17 日，张华在驻村日
记中写道。
驻村 400多天，张华走遍了所有的贫困户。有

的困难户，他反复看望，帮助解决困难，一起商量
脱贫办法，他也走进了群众的心坎里。

村里的发展同样让张华牵肠挂肚。汤亮村
九分石头一分田，面对这个缺产业、出行难、洪
涝灾害多发的贫困村，张华在摸清情况后，用军
人的作风，带领村干部和群众修路、修水柜、修
建排洪引水渠、发展种桑养蚕……

从汤浓屯到另外两个屯有 3 . 5 公里的产
业路，由于山路崎岖，村民只能用马驮运物资，
产业难发展。实地查看情况后，张华带着村干部
加班加点做方案，到县里争取项目，并得到了自
治区党委政法委 79 . 6 万元的资金支持，2018
年这条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山路变成了平坦的
水泥路。

村里缺水少地，如何发展产业？张华调研后
认为，村里有一定的种桑养蚕基础，之所以参与
的贫困户不多，是因为大家缺技术、怕风险。为
此，他从养蚕业发达的河池市宜州区请来专家，
到农户家里现场示范，并指导建立现代化养蚕厂
房。经过努力，汤亮村桑树面积从 2018 年初的
180余亩，发展到年底的 680多亩，参与的养蚕贫
困户从 10户，扩展到 48户。

村民吃水不安全，他向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反映后，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为全村 326 户全部免
费安装了净水器；村里一到晚上黑灯瞎火，他联
系广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基金捐赠 120 盏太阳
能路灯……汤亮村一点点的变化，都如卸掉张华
心中的一块石头。

现在的汤亮村，一条条新修建的产业路延伸
至田间地头、大山深处，一座座崭新的现代化蚕
房整齐划一。2018 年底，汤亮村贫困率下降至
1 . 9% ，实现整村脱贫。

村民王正乡说，每次路过张书记办公室，总
是情不自禁地看一眼，“多么希望张书记还坐在那
里办公。”

生前遗愿：将他的心脏器官捐献

是什么样的初心，让张华对贫困群众如此牵
挂，直到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张华生前的战友、同事和家人表示，不论是
在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还是在脱贫攻坚的一
线，张华始终都是用无私奉献、勇于担当来坚守
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妻子在崇左市工作，儿子在南宁读初中，老
母亲在江西老家，张华一家人分居四地，家人聚
少离多。驻村以来，张华经常一个月回不了家一
次。

但对于家人，张华也尽力用心守护。张华的
同事靖西市安宁乡果布村第一书记杨帆说，张华
有时周末会与他一起相约回南宁，他经常会利用
在返程路上的时间与家人视频，特别是对于远在
江西老家的母亲，张华关心得最多，经常在视频
中嘘寒问暖：“妈妈身体怎么样？最近饭量是否还
好？不用担心我，我在这边一切都好。”

因长期不在家，张华的儿子也慢慢变得坚
强。“一路走好，父亲，我的英雄，祖国的好军人，好
干部。”在张华去世后，他 14 岁的儿子韬韬在 QQ
空间里写道。

张华家人遵照他生前意愿，将他的心脏器官
捐献，妻子周志丽在微信朋友圈写道：“一生都在
为人民服务的你，谢谢你，谢谢你 16 年的陪伴，
谢谢你对儿子 14 年的培养，谢谢你 24 年对国
家、人民的奉献，如果句号在所难免，一路走好。”

转战扶贫战场不改军人本色，用生命交无悔答卷
追记军转干部、广西靖西市汤亮村第一书记张华

本报记者林碧锋

“雨这么大，我放心不下群众的安危……”郭
彩廷走的那天，云南省腾冲市猴桥镇大雨倾盆。

郭彩廷，猴桥镇胆扎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第
一党支部书记。7 月 11 日，他在冒雨驾车入村察
看贫困户灾情的途中突遇泥石流，生命定格在 47
岁。

他用行动诠释了一名边疆基层共产党员不忘
初心、心系群众的优秀品质。

“快退！快退！有泥石流！”

7 月 9 日以来，猴桥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
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等自然灾害，造成 200 余
户农户房屋受损、2500 余亩农作物受灾，当地政
府全力组织力量抢险救灾。

7 月 11 日上午短短几个小时内，郭彩廷作出
了三个不同寻常的选择。

今年 40 岁的谷立奇是驻胆扎社区的辅警，也
是郭彩廷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回忆 7 月 11 日
的情形，他难掩悲痛之情。

当天早上，猴桥镇大雨如注，多个村庄被水包
围，通行的路段出现了塌方、泥石流等灾害。郭彩
廷心里牵挂着的，是近 40 公里外的秀水沟村民小
组和熊家寨村民小组的两户傈僳族特困户，他们
的住房都需加固改造。

“有两户群众的房子已倾斜了，雨这么大，我
放心不下他们。施工队今天要去加固，我们赶紧走
吧。”郭彩廷打电话约谷立奇各自驾车前往贫困户
蔡万雄和熊中旺的家中。他们连早饭都没来得及
吃，7时 55 分许，便从猴桥镇出发。

出发前明明知道这样恶劣的天气，路途艰险，
但郭彩廷还是不顾家人和同事的劝阻出发了，因
为路的那头也有他牵挂的“亲人”。这是他的第一
个选择。

出发不久后，他们就在途中遇到第一处塌方，
走在前头的郭彩廷便立即联系挖掘机疏通道路。
心急如焚的他，不断催促加紧施工。

“这时候，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前行的道路
非常凶险，但他没有退缩。”谷立奇说，道路抢通
后，郭彩廷一心只想尽快到达寨子，尽快了解群众
的安危，勇往直前驱车前行。这是他的第二个选
择。

雨越下越大，路愈发难走。

郭彩廷驱车走在谷立奇前面 30 多米远，突然
他发现路旁山坡的泥土在滑动。就在这一瞬间，他
本可以弃车自救，迅速逃离，但他却从车窗里伸出
手来，不停地挥手示意谷立奇开车后退，并大声
喊：“快退！快退！有泥石流！”。

在灾难突然降临的瞬间，他将生的希望留给
年轻的同事，这是他的第三个选择。就在这两三秒
的时间里，谷立奇立即倒车，而郭彩廷却被泥石流
连人带车冲了下去。“当我缓过神来已看不到他的
车子了……”谷立奇泣不成声。

就在郭彩廷牺牲前的十多分钟，他还将一张
山体滑坡的险情照片发到猴桥镇的工作群里，并
标注“地点位于苏江 1 . 5 公里处”，提示同事们警
觉并处置，时间是上午 9时 16 分。

郭彩廷发的这最后一张照片，成了他辛勤工
作的永恒定格。

“他干起工作来就忘了自己”

猴桥镇地处腾冲市西北部，是个边境少数民
族乡镇，全镇共有傈僳族群众 5100 余人。胆扎社
区是猴桥镇傈僳族聚居区，有 9 个傈僳族村民小
组，470 户 2200 余名傈僳族群众，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76 户 301 人。

今年 3 月 27 日，郭彩廷从猴桥镇政府来到胆
扎社区任党总支部副书记，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及
其他工作。他还主动请缨，担任胆扎社区第一支部
书记。当地群众说，他为人谦和，时常面带微笑，是
群众的贴心人。

作为一名长期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基
层干部，郭彩廷深知熟悉少数民族语言对做好群
众工作的重要性。为此，他在工作之余，抓住机会
学习傈僳语。“作为一名汉族干部，他可以和傈僳
族群众用较为流利的傈僳语交流。”胆扎社区党总
支部书记谢君微说。

今年 12 岁的傈僳族学生余生强家住大坡脚
村民小组，因家庭变故成了“事实孤儿”。得知小孩
无人照顾后，4 月 2 日，郭彩廷就和谢君微来到余
生强家中。“他想得周到，去之前特意提醒我带上
牛奶和八宝粥。”谢君微说。

4 月 3 日，郭彩廷就到镇民政部门为余生强
申请临时救助。很快，1900 元的临时救助金就通
过审批发放到村里，村里将其交给胆扎完小的教
师蔡文凤代管。郭彩廷特别嘱咐：“一定要照顾好
孩子，钱快用完了再告诉我，我们再想办法。”

余生强很内向，平时话不多，但郭彩廷有办法
打开他的话匣子。只要一有时间，他每周要去见一
次余生强，微笑着用傈僳语跟余生强谈生活和学
习，让他好好念书，不用担心，有困难及时说。

“他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谢君微说。
在胆扎社区，村民们都喜欢亲切地称他为郭

老师，胆扎社区傈僳族党员蔡新装说：“郭老师
脾气好，对傈僳族群众特别关心。我们叮嘱过
他，叫他下暴雨就不要进寨子，可是他干起工作
来就忘了自己……”

余娇是郭彩廷挂钩帮扶的建档立卡户，因
火灾家里的主房被烧毁，郭彩廷想方设法帮助
她家逐步盖起新房；

杨家寨村民小组村民杨啟华和杨啟骞患上
尿毒症，家里医药费支出大，郭彩廷得知后当天
就入户调查，并协调镇民政部门把他们纳入低
保范畴……

只要是对群众有利的事，都有郭彩廷忙碌
的身影。

“有困难就找郭老师”

郭彩廷是同事们公认的“老黄牛”，不管做
什么事他都认认真真、任劳任怨。

2013 年 7 月 19 日，郭彩廷被抽调到腾冲
市槟榔江三岔河水电站移民搬迁指挥部工作。
此后的五年时间，面对移民搬迁工作中的困难，
他没退缩，充分发挥本地人优势，访民情、知民
意、解民忧……

在轮马、胆扎社区，提起郭彩廷几乎无人不
知。

“老百姓的利益无小事，只要我们真正尊重
群众、关心群众，倾听群众诉求、积极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群众就会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组
织信任我，把我派来做群众工作，我就要好好
干，不管流汗、流泪还是流血，也要干好本职工
作，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郭彩廷工作
总结中他写的话。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地党员群众说，郭彩廷搞工作有一套，讲

话接地气，讲得到群众心里，做事实在。胆扎社

区党总支部班子分工时，因他在猴桥的时间长，
更熟悉社区情况，主动请缨承担了大多数的工
作。

在胆扎社区第一、第二支部书记空缺的情
况下，他还主动申请担任包括 5 个傈僳族寨子、
情况相对复杂的第一支部书记，他说自己会听
也能讲一些傈僳族语，工作方便。“他总是抢着
到组织需要的关键地方去。”谢君微说。

郭彩廷常说，忙完了脱贫攻坚工作，胆扎社
区党总支部要搞一个“边境学习课堂”，把党关
于农村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政策精准宣传到社区
的党员和群众中去，然后把接力棒传递给本地
党员。

傈僳族群众一见到他，会不由自主地围上
去，跟他说哪家的房子装修好了，哪家的小商店
开业了，哪个安置点的污水排放不畅了……

在当地傈僳族群众心中，郭彩廷就是他们
的“阿依爬”(傈僳语，意为“好大哥、好兄弟，需
要敬重的人”)。

他到胆扎社区工作期间，走遍了社区 735
户农户，组织参加社区、村民小组脱贫攻坚相关
会议 37 次，走访 76 户建档立卡户和 62 户住房
短板户的次数连村干部都记不清了。他还带头
调解矛盾纠纷、谋划产业发展、检查安全隐
患……

“有困难就找郭老师”成了当地人的口头
禅。

“忙完就陪你去做手术”

郭彩廷一心扑在工作上，成了群众的“贴心
人”，陪伴和照顾家人的时间却少了。

郭彩廷自幼生活在不富裕却温暖的大家庭
里，哥哥和姐姐看着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便
早早步入社会，全力供他上学。1993 年他从保
山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郭彩廷将这一
切铭记在心，深知家人的不易。

他的父亲今年 83 岁，患有耳疾，常年生病。
郭彩廷唯一的儿子郭美济 2017 年大学毕业后
前往西藏工作，很久才能回趟家。照顾老人的重
任，大部分落在了在当地小学任教的妻子李秀
明的肩上。

7 月 11 日六点刚过，李秀明早早起床，准
备到猴桥镇中心小学上课。看着雨势过大，她特
意在出发前一再叮嘱郭彩廷：“今天的雨太大了，
这几天路上经常发生坍塌，你等天晴时再去吧。”

“好！”郭彩廷回复。
他不想让妻子担心自己，便说了一个善意

的谎言。随后，他叫上谷立奇出发了。
得知郭彩廷出事的消息后，伤心过度的李

秀明很懊悔，如果那天自己态度坚决一点、自私
一点，硬是把他留下，也许就不会出事。可是李
秀明也明白：他心里装着群众，肯定是拦不住
的。

11 日下午五点，郭美济辗转 27 个小时回
到家中。“没事，没事的，你爸爸走了，还有我。”
母亲李秀明紧紧地抱着泪流满面的郭美济说。

“我工作忙，顾不上家庭，平时都是你在替
我尽孝，我觉得对不住你，也亏欠老人。”这是郭
彩廷常和李秀明说的话，。当郭彩廷经常因为驻
村扶贫不能照顾好父母时，李秀明没有埋怨。

他们夫妻感情好，在周围的邻居中有口皆
碑。虽然有时好多天都见不上一面，但经常会打
电话或通视频。

当郭彩廷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李秀明一个人
默默承受着病痛。两年前，李秀明患了肾积水，近
期又患上甲状腺疾病，她时常随身拎着一个小水
壶，里面装着长期服用的药。

7 月 4 日，郭彩廷本来答应妻子下了班陪她
去医院打点滴。可为了给村民窦文杰申请补助，
他那天忙着入户了解情况，随后又组织召开村民
小组会，忙到晚上八点多。“没办法，事情没办完，
要给群众一个交代。”他对妻子说。

“郭老师曾多次说过对不住爱人。”蔡新装说。
郭彩廷曾向妻子许诺：“再坚持坚持，等我把胆扎
社区的事情忙完，我就陪你去做手术。”

然而，因工作忙碌，陪伴妻子看病的计划一
拖再拖。如今，这个承诺再也无法兑现。

“一定要见他最后一面”

“你是工作中的‘老黄牛’”“郭老师，一路走
好！”…… 7 月 14 日上午，保山市 1000 余名干部
群众和郭彩廷生前亲朋好友自发来到猴桥镇，大
家或手捧菊花，或手持黑底白字横幅，与郭彩廷
作最后的告别。

7 月 14 日下午，社会各界人士来到郭彩廷
家中吊唁。

58 岁的黄智慧深深地三鞠躬，随后一遍
遍安慰着郭彩廷的家人。当天下午晚些时候，
黄智慧再次来到灵堂，凝视着郭彩廷的遗像，
久久不愿离开。

“得知消息后，我就想着一定要见他最后一
面。”黄智慧是北京一家公司在猴桥镇永兴河开发
水电的负责人。2014 年他来到猴桥工作后，开始
与郭彩廷打交道，两人逐渐结下深厚友谊。

黄智慧依然记得，几年前他负责的水电站
建成准备投产时，输电线路中影响输电安全的
过高的树木需要砍伐，有少数几户涉及的村民
不同意，郭彩廷就用“土办法”挨家挨户耐心开
展工作。

“其中有一户人家，彩廷前后去了不下 20 次，

花了近一个月时间。”黄智慧说，为了做通群众工
作，郭彩廷有时领着他一天两次去群众家里。“我们
就跟着村民到田里，一边帮着干活，一边做工作。”

等那户群众的态度有所转变时，郭彩廷连忙
打电话通知黄智慧，他们一起来到村民家中。当
天，水电站和村民现场签了相关协议。

黄智慧说，这两年，因为公司安排，他主要在
成都工作，在猴桥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我和他
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我们感情很深。”

7 月 12 日，黄智慧准备从昆明回成都，得知
郭彩廷牺牲的消息后，他向单位请假。由于天气
原因无法直飞腾冲，他于 13 日飞往芒市，随后驱
车赶往腾冲。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黄智慧说，因为
要来云南出差，7 月 9 日他刚给郭彩廷打过电话。
“他告诉我在扶贫点忙着抗洪抢险，我们还商量着
过段时间一起去当地用电大户企业了解设备投
产计划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只希望他走好。”
黄智慧看着郭彩廷的遗像说。

危难时刻放心不下贫困户,三个选择定格壮烈
追记牺牲在扶贫一线的云南腾冲市驻村干部郭彩廷

▲郭彩廷(右一)在开展扶贫工作。 (新华社发 2014 年 6 月 23 日摄)

▲张华与儿子在一起。 靖西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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