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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静

近日，一段名为“云南一扶贫工作者‘骂’
贫困户”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刷屏，视频内容为
一位戴着眼镜、身着黑色衣服的女干部激动喊话
“教育”群众，让大家不能“等靠要”，脱贫要
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这是一名怎样的干部？当时的真实情景是什
么样的？请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近当事人
李波。

“希望大家不要关注我个人”

要带动群众脱贫，不仅要讲政

策，也要找问题，更要做示范

视频中的扶贫干部是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级
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李波，今年8月27日，她被组
织派到今年计划脱贫摘帽的墨江县新安镇担任脱
贫攻坚督导员，督导当地对标“两不愁三保障”
脱贫标准，找问题、补短板，努力如期实现脱贫
任务。

10月17日，李波来到新安镇南汉村入户了
解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需求以及脱贫的
短板。在入户过程中，她发现群众的住房保障
基本实现，部分贫困户也住进了新建的房屋，
但家里有些脏乱，个人卫生和人居环境存在一
些问题。

“住进了新房，但还没养成新习惯。”李
波说，中午自己来到村委会给村干部反馈看到
的情况，村干部还想邀请她去入户检查其他几
户的卫生，被她婉言拒绝。“刚才已看过几
户，有的贫困户家里卫生有些脏乱，还是要想
办法让老百姓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让老百姓
愿意打扫、主动去做。”

“干脆带村民来次大扫除吧。”李波提议。

午饭过后，村民们被召集到篮球场开群众会，然
后大扫除。当天有几十名村民陆续来到篮球场，
李波在说完入户看到的情况后，就开始了宣传教
育工作，这才有了视频中的一幕。

这段“扶贫女干部激动喊话贫困户”的视频
成了微博上阅读量较高的热门话题，李波的“激
动喊话”意外收获了点赞无数。很多网友留言
说，这位女干部不是在骂，只是摆事实讲道理，

是在教育、帮助、引导贫困户，虽然她的情绪有
些激动，却说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道理，值得
点赞。

李波说，她主要是来帮助当地查找并解决
脱贫的短板和问题的。此前，通过参与镇沅县
的脱贫攻坚工作，她总结了一些经验：要带动
群众脱贫，不仅要讲政策，也要找问题，更要
做示范。

对于是谁拍摄的视频、又是谁上传到网络上
的，李波自己也不知道——当时在场人多、她又投
入，根本顾不上这些。但她希望大家不要关注她个
人，而是去关注、关心参与脱贫攻坚的群体，大家
竭尽全力让贫困群众脱贫，同步奔小康。

自己过了苦日子，知幸福来之不易

所有的幸福生活都不是天上掉

下来的，是靠奋斗来的

出生在镇沅农村的李波，很早就与扶贫工
作打交道，而她也是通过努力实现脱贫的
典型。

“我也过了一些苦日子。”1975年出生的
她，有5个兄弟姐妹。小时候，她住过茅草房。
后来，为住上土基房，她和兄弟姐妹一起和过
泥、打过土基。再后来，才慢慢住上了土木房、
砖瓦房。

李波的父母靠种植水稻和玉米为生，两口

子都很勤劳，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还是
经常得到别人的接济。“过去我也有些自
卑。”李波说，成长过程中，她逐渐感受到
父母不容易。

在李波印象里，即便家里贫困，奶奶和母
亲还是特别讲卫生，锅碗刷得很干净。由此她
从内心觉得，即便再穷再苦，也要把自己、把
家里收拾干净。

“生活就像照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
笑。”李波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师，从家里要走
20多公里山路才能到学校，哪怕这样，她也没
有觉得辛苦，反倒觉得要感恩。

因此，在群众会当天，李波才会说“大家都
是经过苦日子的人，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
吃穿不愁，还有什么理由不把生活过好？”

李波觉得，所有的幸福生活都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是靠奋斗来的。正因为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大家更要奋进、要感恩。

文绉绉地宣讲，有时效果不理想

如果是“老油条”，就说得重
一点，点出具体的人和事，让大家
“红红脸”

“我想让大家有些改变。”对于视频中的激
动喊话，李波说，自己当天的嗓门的确有些大。
因为当时在篮球场上，来的群众多，她主要是
为了让后面的群众听清楚——如果开个群众
会，下面的群众都听不清，那效果肯定受影响。
所以，她站到了一堆石子上面，这样可以看清
群众，以便调整宣讲的内容和节奏。

在这次宣讲前，李波也到过南汉村，虽然
这里已基本脱贫，但少部分群众还存在“等靠
要”思想，人居环境也亟待提升。

“喊话”后没多久，就要下雨了，卫生眼
看要打扫不成了。李波问大伙儿，“你们是要
回家，还是继续开会？”让她没想到的是，大
部分群众都说要继续开会；李波就把会场转移
到了村委会。随后，她看见外面天气变好，又
组织大家从村里的卫生死角开始扫除。劳动
中，她还没忘了继续宣讲：“打扫干净了，环
境好了，你们生活也更舒服。”

“打扫这么干净，心里亮堂了。”大扫除
结束后，一位老人悄悄说，有个多年的垃圾堆
都被清除了。

李波认为，做群众工作既要春风化雨讲政
策，也要实事求是讲问题，照着稿子用文绉绉
的话去宣讲，有时效果不是很理想。

“还得针对具体情况，要说到老百姓的内
心和痛点。”李波说，自己在宣讲过程中不是
每次都这样“喊话”。如果村民积极上进的，
那就响鼓不用重锤，如果是“老油条”，就说
得重一点，点出具体的人和事，让大家“红红
脸”。“之前有个懒汉，我上门说了几次大道
理都没用，老是要这要那，没办法，我‘骂’
了他几顿，现在，他自己出门打工去了。”

“我们贫困户不能掉队”

首先要增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之心，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虽然是督导员，但她一直没把自己当干
部。她说用自己的经历讲述，更容易和群众有
共同话题，更能起到说服作用。

镇上的食宿条件比村里好，但有时去的村
太远，或工作内容较多，回不到镇上，李波就在
老百姓家借宿，这样更方便了解群众的诉求、打
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在贫困地区，首先要增强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之心，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李波说，长时间处于贫困边缘的少部分贫困
群众，会有种“有饭吃、有酒喝”就满足的心
态。如果不及时扭转他们的心态，就可能让其他
人产生不满，觉得他们好吃懒做还有政策保障，
自己没日没夜地干，生活也就这样。“这就需要
我们做好思想工作。”李波经常以身边人身边事
为实例，给群众立“标杆”、树“榜样”。她
说，“国家富裕了，对我们帮扶也就多了，我们
贫困户不能掉队。”

李波来自镇沅县，精准扶贫以来，该县率先
创办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破解素质贫困难
题；通过创新基层民主治理，唤醒群众内生动力。
她想把镇沅的经验进一步推广，“人的精气神和
内生动力息息相关。”

“激动喊话”贫困户的女干部，是这样想的……

“我想让大家有些改变。”对于视频中的激动喊话，李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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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思想工作”

本报记者杨欣、郑明鸿

在洞铁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树稳办公桌上的文
件夹里，存放着两份“特殊”的申请书。其中一
份是村民刘修平2018年7月30日提交的脱贫申请
书，另一份是刘修平2019年3月28日提交的退出
低保申请书。

洞铁村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
泉市陆坪镇。1987年寒冬，一次雷管爆炸事故，
20岁的刘修平被炸断了双手，右眼失明，左眼经
手术后也仅剩0.2的视力。

青春年华之际，双目失明、双手残疾，这样
的人生，会走向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刘修平给出的答案是：没有
双眼，依然能够“看见”，自学法律，以法助
人，成为基层调解员；没有双手，同样也能“摸
索”，自力更生，创业致富，主动脱贫摘帽，为
全村扶贫扶志树立了榜样。

“旁人发烟都绕着我，这使我

决定重新活过，好好活”

回忆起32年前的那场事故，刘修平显得很
平静。“当时所有人都说我救不活了，只有母

亲坚持要救，就这样捡回了半条命。”他回
忆说。

那几年，是刘修平人生中的至暗时刻。虽然
死里逃生，但丧失了劳动能力，失去了光明，生
活不能自理，刘修平的人生没了方向。情绪最低
落时，他甚至想过自杀。

突逢变故之后，常伴在刘修平身边的，除了
家人的关爱，还有异样的眼光。村民杨再付坦
言：“他刚刚出事那段时间，远远看到他的样
子，心里还是有点怕的。”

刘修平内心敏感，尽管看不见，依然能感受
到别人对自己态度的转变。“一次和大家聚在一
起闲聊时，身边人递烟都绕着我，听到打火机的
声音才知道他们在抽烟。”

这样的刺激让要强的刘修平燃起了与命运抗
争的斗志，也开始体恤家人的付出。他在心里暗
暗发誓：“不能一直靠家人挣钱养着我，我要重
新活过，好好活。”

1991年，刘修平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村里开
了一家小卖部，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不易，尽
管只是经营一家小卖部，但对他来说，依然充满
了艰辛。

小店出售一些日常用品和粮油副食，进货
摆货只能靠侄子帮忙。刘修平每日守在店里，

用没有手掌的双手，摸索着为前来光顾的村
民递上一件件小商品，而村民们也自觉
付钱。

乐观和坚强为刘修平赢来了更多的善意。
杨再付说：“他很信任别人，村民来买东西，
他不看钱，也不点钱，别人也从没占过他的便
宜。”

从1991年经营小卖部开始，刘修平就没有
停止过“折腾”，但命运也没有停止“折腾”
他。1991年后，刘修平办过林场，开过公话超
市，但都不怎么成功。

2000年，一次意外引发的火灾烧毁了刘修
平的小卖部，给他造成2万元的经济损失。但
刘修平没有认输，第二天一早，他又张罗着进
货了。

“大火烧了我的财产，但没烧了我的
心。”刘修平说。

“上用法为民排忧，下用理

为民解难”

初中毕业的刘修平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
人，加之他能说会道，村民间有了什么纠纷，
都喜欢请他出面评理，急公好义、古道热肠的
刘修平乐在其中。

一次处理纠纷时，一位法官告诉他：
“你的意见虽然合情合理，但并不合法。”
这样的评价，让刘修平无法接受。和“发烟
事件”一样，外界的刺激让他萌生了自学法
律的想法。

想法有了，但如何学却成了刘修平面临的
最大的难题。一次收听广播时，他知道了四川
一位双手残疾的人自学法律的事迹，这给了他
信心和方向。

1993年，刘修平买来3本法律方面的书
籍，凭借左眼仅剩0.2的视力，在微弱的光明
里，用放大镜艰难地学起了法律。

在村里，各类纠纷闹上法庭，都面临聘
请律师，但高昂的律师费往往令村民望而却
步。面对乡亲们的困难，刘修平毅然做起了
公民代理，走上法庭，为村民排忧解难。

1995年，刘修平第一次作为代理人出庭。
虽然提前做了准备，但在法庭上，他却碰壁
了，“想好的话说不出来”。刘修平很快找到
了原因所在：“不是因为胆子小，而是法律基
础不好。”

有了第一次的不顺，刘修平决定汲取教
训，把法律知识基础打牢。但不幸的是，1996
年，刘修平伤情恶化。这一次，他左眼仅剩
0.2的视力也消失了，他的世界完全陷入了
黑暗。

刘修平不想放弃，他转而向亲友求助，请
他们将书上的内容一条一条念出来，录进录音
机，然后再反复听，反复记。

凭借过人的意志练就的记忆力，刘修平
逐渐掌握了法律常识。再为他人调解纠纷
时，其他人也不再说他“合情合理不合
法”了。

1996年，刘修平代理的一桩离婚案胜诉，
这让他记忆犹新。“当时我戴个墨镜站在法庭
上，别人都不相信我一个残疾人能给人打官
司，但最后我赢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
修平仍然激动如初。

如今，距刘修平第一次走上法庭已经24
年了。在过去的20多年间，他为当地乡邻化
解了不少纠纷，和睦了邻里关系。但他从不
主动索要代理费用，每次官司结束后，当地
村民都会给他一笔辛苦费，多少不一。“给
多给少无所谓，能发挥专长帮到人就可
以。”刘修平说。

2019年4月，获悉刘修平的事迹后，福泉
市政协协调市司法局将刘修平聘为了洞铁村的
基层调解员，福泉市残联还为他配置了一台语
音电脑，方便开展工作。

如今，刘修平在自己小卖部的旁边修起了
一座排忧亭。排忧亭的外墙上挂着一副对联，
上面写着：“上用法为民排忧，下用理为民解
难”。

“跟党走，感党恩，树榜样，助乡邻”

感念于自己困难时亲友的帮助，刘修平多
年来也一直尽己所能，回馈身边的人。

杨再付评价说：“他这人很仗义疏财，你
有需要时，他自己有一千也会给你八百。”

在农村，红白喜事宴请乡邻，往往没有专
门的团队操持。双目失明的刘修平却能从中看
到商机。

2009年，刘修平带头成立三组“万帮”服
务队，专门帮助村民操持各类红白喜事。“一
组能带动5人就业，三组最少能带动1 5人就
业。”刘修平说，带领更多的乡亲创业致富是
他的目标。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刘修平接
触到了更多的扶贫干部，也得到了更多的帮
助，他的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2018年7月，刘修平主动向村委会提交了退
出精准扶贫户的申请。“他们的脱贫任务很艰
巨，我想帮帮他们，给全村作一个榜样，我都
能脱贫，其他人也应该努力脱贫。”

2 0 1 9年3月，刘修平又主动申请退出了
低保。

“他身患残疾，家里也没有儿女，按理说
是可以享受政策的。”李树稳说，“但他主动
申请退出贫困户和低保户，让我们很感动，对
我们开展村民的思想教育工作也有很大帮
助。”

“跟党走，感党恩，我虽然残疾了，但能
够为人民服务，为百姓化解民事纠纷，是我最
大的愿望。”刘修平的语速不快，却流露出一
种坚定。

一个双目失明贫困户的脱贫退保申请书

▲10月17日，扶贫干部李波来到南汉村进行脱贫督导时的“喊话”网上截图。

青春年华之际，双目失明、双手残疾，这样的人生，会走向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刘修平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双眼，依然能够“看

见”，自学法律，以法助人，成为基层调解员；没有双手，同样也能

“摸索”，自力更生，创业致富，主动脱贫摘帽，为全村扶贫扶志树立

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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