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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 20 个月来，平均每天工作超过 12
个小时，驾车步行奔走 10 万里，更换了 15 个
轮胎，每家每户都留下足迹……在广西大化
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八好村，驻村第一书记韦
德王和同事们一道，带领群众，争分夺秒，决
战贫困。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西北部的七百弄、
板升等乡镇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联合国粮
农组织官员实地考察后，认为这里是除了沙
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极度贫困
村八好村就坐落在这片千山万弄之中，是大
化脱贫攻坚战场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
之难。

2018 年 4 月，韦德王来到八好村担任第
一书记时，全村 438 户中有 377 户是贫困户，
贫困发生率一度超过 90%，大部分贫困群众
仍居住在危旧的木瓦房里，全村 23 个屯，只
有一条公路。

脱贫任务如此艰巨，留给韦德王的时间
只有两年多，他深感责任重，只有埋头苦干，
与时间赛跑。为了八好村能如期实现脱贫摘
帽，2019 年，大化县增派了 3 名驻村扶贫工
作队员。

韦德王和同事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困难
和问题：刚来到八好村的时候，大部分屯没有
通路，最远的弄哈屯往返需要走 6、7 个小时
的山路。韦德王经常是天没亮出门，回到办
公室已是深夜；山里极度缺水，修路、建房、做
水柜，都需要从 20 多公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
运水和水泥，生产建设成本极高，效率低，进
度慢。贫困户建设一个水柜，需要运两三车
水，水费就花费 2000 元左右，而一个水柜的
建设成本预算为 18000 元。恶劣的自然条件
严重制约了八好村脱贫攻坚的进程，韦德王
几乎每天都是在反复推进公路、危旧房、水柜
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脱贫产业项目的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尽可能提高工作效
率，韦德王顾不上心疼车子，只要能开车，不
管路面有多烂，他都要一直开车到路况差到
车子不能通过为止，然后再步行前往屯里。
一年多来，除了更换 15 了个轮胎，韦德王已
经记不清修了几次车，也记不清走山路时摔
了几次，伤了几回。

尽管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依旧，但八好村
的面貌在短短 20 个月里，正在发生可喜的变
化：贫困发生率从超过 9 0% 降至目前的
61%，23 个屯中，4 个屯修通了水泥路，17 个
屯修通了砂石路，最后两个屯的砂石路也即
将通车。180 多户贫困户进行危旧房改造，
240 户贫困户修建了家庭水柜……

韦德王自己绘制了一本 100 多页的“八
好村脱贫攻坚竖图册”，每个村庄、每户家庭
的基本情况都在地图上进行详细的标注，他
和扶贫队员们对八好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韦德王说，即使是再换 10 个轮胎，我和同事
们也有决心有信心，打赢八好村的脱贫攻
坚战。

本报记者黄孝邦摄影报道

▲韦德王徒步前往弄麻屯开展扶贫工作，弄麻屯的公路尚在建设当中（2019 年 12 月 16 日摄）。 韦德王在查看水柜建设情况（2019 年 12 月 16 日摄）。

拼版照片
上图：已经修通水泥路的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八好村八好屯（ 2019

年 11 月 11 日无人机拍摄）；
下图：在尚未通路的八好村八好屯，村民背着年货走山路回家（2016 年

1 月 26 日摄）。

▲韦德王和他绘制的“脱贫攻坚竖图册”。 韦德王驾车下屯途中，经常要下车将大石块搬走(2019 年 12 月 16 日摄)。

▲韦德王在盘山公路上调转车头（2019 年 12 月 16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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