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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记者黄书波

“瞧一瞧咱们的宁城
苹果，没有磕伤、纯农家肥
种出的优质黄瓤果儿！亲
们，快来下单啦！”内蒙古
赤峰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朋友圈里转发的“广告”，
出乎意料吸引了人们的眼
球。仅一周时间，苹果销售
额就达到 30 多万元。

对于从赤峰市委办公
室派驻到宁城县的脱贫攻
坚联络员于红星来说，家
里既不种苹果树、又没有
苹果店，“苹果推销员”只
是“客串”，“脱贫联络员”
才是本行。

像于红星一样，在赤
峰市一线聚才助力脱贫攻
坚“指挥棒”的引导下，全
市 1 . 8 万名党政人才、
3 . 5 万名专业技术人才、
4 . 75 万名农村牧区实用
人才、4 万余名文化旅游
人才活跃在脱贫攻坚主战
场，各类人才铆住基层、用
“才”生“财”，成为赤峰市
脱贫攻坚的“强劲引擎”。

分类派驻 ，破解

难题“补短板”

刚到远近闻名的“苹
果之乡”——宁城县，于红
星就面临一个新课题。

宁城县苹果种植面积
占全县果树经济林面积的
42 . 8%，年产苹果 8 . 86 万
吨。随着全国苹果大丰收，
原本的销路受阻，加之多
数果农没有储存保鲜设
施，当地又没有果品加工
企业，丰产反而让果农发
起了愁。

于红星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这个曾在建档立卡
时有 134 个重点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12 . 6% 的国家级
贫困县，脱贫难度大，返贫风险高，绝不能再承受苹果滞销
的重创。”

为解决果农苹果滞销的问题，于红星策划了“消费扶
贫、团购苹果”系列活动，带头在微信朋友圈中销售苹果，没
想到销路很快打开。

在于红星的影响和带动下，果农们也纷纷拿起手机，借
助微信、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销售苹果。从来没有想到过
的销售方式，一下子让宁城苹果走向了大江南北。

发挥信息优势、人脉优势和协调优势，补齐宁城县苹果
产业销售渠道的短板，“苹果推销员”于红星是赤峰市人才
“分类派驻”的一个缩影。

从“苹果推销员”到“科技推广员”，再到“教育普及员”，
近年来，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实际，赤峰市 1607 个机关单位
分类派驻科技、教育、卫生等各系统机关干部 1 . 2 万人次，
联系帮扶 871 个贫困嘎查村（嘎查：蒙古语，指蒙古族的行
政村），用“人才”补齐基层发展的“短板”，让有需要的嘎查
村迎来了“最需要的人”。

筑巢引凤，产业带动“去穷根”

“再过半个月，番茄就可以采摘了。按照往年行情测算，
我种的这些番茄毛收入在 20 万元左右。”张利是喀喇沁旗
王爷府镇番茄种植大户。不过就在几年前，品质高、但种植
成本也高的番茄还是让张利“望而却步”。

2018 年，王爷府镇组建了“硬果番茄党建联合体”。通
过党建引领，王爷府镇引进了院士 2 人、专家讲师 60 余人，
成立了智慧农业硬果番茄人才培训团队。

“有了这些‘智囊团’，我们探索出了不使用化肥农药也
能保证番茄产量和品质的技术，每亩可降低施肥成本 800
元。”王爷府镇党建联合体负责人赵新民说。

种植成本下来了，农民种植番茄的热情上去了。像张利
这样种植番茄的农户，全镇还有 4796 户，其中 427 户贫困
户通过番茄种植走上了致富路。

“智囊团”带火番茄种植的背后，是各领域高端人才带
动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近年来，围绕小米、肉牛、蒙中药等特色产业，赤峰市建立
起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 132 个、“政产学研”党建联合体
28个，成立产业战略联盟 14家、研发中心 56个，引进各领域
高端人才 445 人，累计投资 150 多亿元，通过“筑巢引凤”，为
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带动 3万余户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选育结合，定向培养“田秀才”

“村里土层深厚，多为中等肥沃的沙壤，阳光充足、排水
良好，非常适合种植以板蓝根为主的特色药材。”与农业专
家实地调研后的交流，点燃了蒙古族姑娘通拉嘎的希望。

通拉嘎是通过“乡招村用”的方式，来巴林左旗温都好
树村锻炼服务的大学生。有了致富路子，通拉嘎和村两委成
员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群众种植特色药材。

“乡招村用”是赤峰市专项招聘大学生到嘎查村锻炼服
务的新举措。“100%实现‘一嘎查村班子一名大学生’是我
们选好人才、培养好人才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赤峰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广智说，2020 年，赤峰市又拿出 1127
个事业编制，专项招录“乡招村用”大学生。

药材种植低成本、高收益、易种植、好打理的特点，让村
民们尝足了甜头。村里中草药种植面积由去年的 12 亩扩大
到 750 亩，其中 6 户贫困户发展种植药材产业 72 亩，成功
走出了贫困人口的序列。

“这样的大学生真是好样的，让我们打心眼儿里有奔
头！”通拉嘎成了温都好树村的“大红人”。

在抓好基层干部选聘的同时，赤峰市还建设乡土人才
培训示范基地 30 个、举办各类培训、讲座、现场指导 2300
多场、培训农牧民和企业技术人员 8 . 2 万人次……一批批
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土专家”“田秀才”正不断充实脱
贫攻坚的人才队伍。

人才去村里，财富到农家。一线聚才，让群众的致富路
越走越宽广。2020 年 3 月 9 日，赤峰市 8 个国家级贫困县、
2 个区级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参与采写：张九坡、张淑华）

用
对
﹃
才
﹄

生
好
﹃
财
﹄

内
蒙
古
赤
峰
市
一
线
聚
才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8 日电（记者徐钦）七
月的内蒙古科尔沁大地，水草丰美，生机勃勃。
一场夏雨过后，科尔沁左翼后旗的乡间，农作物
的长势愈发喜人。

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新营子村，一
名长相斯文、穿着朴素的男子正和大家一起忙
碌着，他是村民们亲切称为“小林书记”的林
万梁。

2018 年 5 月，31 岁的北京交通大学职员
林万梁从近 800 公里外的北京来到当时还是国
家级贫困旗的科尔沁左翼后旗，担任新营子村
驻村书记。科尔沁左翼后旗简称科左后旗，这里
距离林万梁的家乡黑龙江伊春市也有 800 多
公里。

初来乍到，林万梁跟乡亲们撒了个谎——
“别看我从大学来，戴着副眼镜，长得白白净净，
我可是在农村长大的！”——这是起初他自我介
绍的开场白。

事实上，林万梁自爷爷辈起就是城里人，他
之所以这样介绍，是不想让村民们产生距离感，

“乡亲们的信任很重要”。但比起抽象的“距离
感”，更让林万梁操心的是“驻村扶贫，怎么
扶？”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新营子村土地资源丰富，但一直以来种
植方式落后、产业结构单一，“靠天吃饭”的观
念依旧存在，生产、养殖也大多是小打小闹。

发现问题是好事，解决问题是大事。为了
带动村民们脱贫致富，林万梁一边自学农村
基层工作理论，一边和村干部走村入户，研究
村民尤其是贫困户的档案，在新营子村建立
起因地制宜的扶贫工作模式。

有了方法，说干就干。林万梁撸起袖子、
挽起裤腿，带头在村里成立种植业合作社，建
起蔬菜大棚，开辟土豆试验田，还请来农业技
术人员给村民传授专业知识，联系北京交通
大学后勤部门采购合作社种植的蔬菜，帮村
民打造网络销售羊肉的平台……

村民杨景军说：“‘小林书记’刚来一两个
月时说的善意谎言，都靠这两年多的踏实苦
干给圆回来了。”

杨景军的妻子李秀英患有多发性脑梗，
2017 年病情恶化。为了给妻子治病，杨景军
花光积蓄，还变卖了家里所有的牲畜，一家人
因此致贫。

林万梁了解到情况后，联系镇里给杨景
军一家申请了 20 只扶贫基础母羊和 1 头扶
贫基础母牛，还和前来参加社会实践的校友
共同捐助了 2 只母羊。

依靠牛羊养殖和经济作物种植，杨景军
一家已于 2019 年底稳定脱贫，在外省读书的
女儿毕业后也回到家乡当了老师。一家人生
活改善了，杨景军干活更卖力了，曾一度卧床
不起的李秀英也在家人的悉心照料和健康扶
贫等政策的帮扶下日渐康复。

说起林万梁，新营子村村支书王晓莉不
停地竖大拇指：“为了村民的事儿忙前忙后，
小林放弃了多少休息时间、搭进去多少路桥
费，他从不计较；和驻村工作队一起下地、住
在条件艰苦的宿舍，他也不喊累、不叫苦。”

2019 年 4 月，科左后旗正式退出国家级

贫困旗序列；原本于 2019 年 4 月底驻村期满
的林万梁，早早地就主动申请延长驻村工作
时间。

现如今，新营子村的 14 户贫困户已经全
部脱贫；而根据组织安排，林万梁还将继续留
在新营子村直到年底。

“我总觉得，在科左后旗、在新营子村，我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扎根在这儿，最让我开
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林万梁说。

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类似“小林书
记”这样的人物还有许多。根据今年 1 月份内
蒙古自治区打好脱贫攻坚战新闻发布会公布
的数据，2019 年，仅北京市就选派了 107 名
挂职干部来到内蒙古，加入脱贫攻坚的队
伍中。

不论是京蒙对口帮扶，还是中央单位定
点扶贫，这些北京来的基层干部奔波在乡间
地头，和草原人民一起，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
的新生活。

科尔沁有个北京来的“小林书记”

““天天 坑坑 村村””的的 幸幸 福福 路路

大图：7 月 3 日拍摄的下庄村。
左下：7 月 3 日，下庄村村民王守名在中

国供销合作社开设在下庄村的综合服务社里
选购商品。

右下：7 月 3 日，下庄村村民龙云在自家
院子里给花浇水。

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
乡下庄村被称作“天坑村”。多年来，全村人凭
借“不等不靠，幸福要自己造”的精神，走出了

自己的一条幸福路。
曾经，四面绝壁犹如一圈难以跨越的高

墙，将下庄人紧紧困在里面。闭塞的交通束缚
了人们挣脱贫困和封闭的双手，阻挡着全村
通向文明和富裕的脚步。不甘心“坐井观天”

的下庄人，用生命挑战悬崖，村民拿着铁钎和
铁锤，在悬崖上凿出一条“通天路”，彻底改变
了村庄的命运。当地政府先后对下庄村的道
路进行了加宽、硬化加固，并加装了护栏。如

今，从下庄出发到县城的时间缩短到一个
半小时左右。

通路后，村里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
2015 年，下庄村完成整村脱贫。如今，下庄
村建立了果蔬种植合作社，巫山县在这里
建立了下庄精神陈列馆，建成了风貌统一
的乡村民宿，帮助下庄村发展生态文旅产
业。曾经的“天坑村”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
道路越走越宽。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46 岁的“单亲爸爸”龙小平两年多以前因
为一场意外失去了妻子，却在之后的 3 年多了
九百多位亲人。

2017 年 5 月 28 日，在湖南省麻阳苗族自
治县人社局工作的龙小平被派驻到乌林溪村担
任扶贫工作队长。这个村庄 275 户 975 人中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62 户 198 人。

当时，龙小平的妻子正怀有二胎。龙小平还
在犹豫，妻子却鼓励他驻村。夫妻俩都是从麻阳
深山里的农村走出来的，知道农村发展改变不
容易，特别是对农村孩子来说改变命运更不容
易。“小平，你去吧，我晓得你要是从村里退出来
了肯定会心里不舒服，不要留遗憾！”龙小平的
妻子对他说。

谁也没想到，驻村的第三个月，龙小平的
妻子临盆，因为突发妊娠高血压，颅内大出血
病故。

那段时间，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老二刚刚
出生还在保温箱，老大刚读高中，以后日子怎
么过？他责怪自己，要是当时不去驻村会不会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消沉的龙小平甚至影响到了女儿。直到
他女儿的班主任找到他，他才知道，原本性格
活泼开朗的女儿突然变得不合群，变得沉默
寡言了。

是继续消沉下去，索性当“逃兵”？还是继
续担起扶贫工作队长的担子？“越是这个时候
我越不能倒下！”龙小平说，当时看着两个女

儿，看着村里的这些老百姓，一种莫名的责任
感、一种信念涌了上来。“我要把组织交给我
的这个事情干好！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了给我
的女儿做榜样，也是告慰我的妻子。”

此后，龙小平在之后的工作中开启了“拼
命三郎”模式。3 年时间，龙小平带领工作队
完成全村人的饮水和农电网改造两大工程，
维修加固了两座山塘，160 盏太阳能节能路
灯，畅通了 15 公里的环村公路，提质扩宽村
道 7 . 5 公里，新建了生产便道 12 公里，通过
种植柑橘、发展养蜂产业等，实现贫困户人均
年增收超过 4500 元。

如今，村里的九百多位村民至今都不知道
龙小平家庭的变故，却都把这个黝黑的汉子

当成亲戚，谁家养的蜜蜂出了蜂蜜，都要送去
给他尝尝鲜。

龙小平驻村的时候，小女儿一直寄养在
20 多公里外的锦和镇亲戚家，正读高三的大
女儿今年 7 月高考，而他只有放假时才能抓
紧时间去看望她们。

有同事说龙小平是“舍小家为大家”，龙
小平说自己只是想“言传身教”，把这股韧劲
和坚持演示给女儿看。“老大老二都特别懂
事，没怎么让我操心。”

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上，大女儿分数没
达到预期，龙小平正想开导她，大女儿看着龙
小平说：“爸爸，再困难我都不会放弃。”

(本报记者张玉洁、张典标)

脱贫攻坚，是他给女儿上的“一堂课”

■新华时评

今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攻
坚任务繁重。目前时间
已经过半，但新冠肺炎
疫情仍在持续，给不少
地方完成既定目标带
来不利影响。非常之时
须尽非常之力，我们各
方面必须擦亮初心底
色，克难攻坚、与时间
竞跑，如期完成任务，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的 认
同感。

到 2020 年确保我
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
性整体贫困问题，这是
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
出的郑重承诺，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应有的
成色。这场硬仗，没有
任何退路和弹性，也决
不许包括疫情在内的
任何困难阻挡前进的
步伐。

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中央挂牌督战 52 个
未摘帽贫困县和贫困人
口多 、脱贫难度大 的
1113 个贫困村，地方积
极迅速行动。对不具备
外出务工条件的加大公
益岗位开发力度，优先
安排扶贫龙头企业、扶
贫车间、产业扶贫基地
复工复产，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务工就
业……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
坚的决策部署，把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
低，各地层层签订攻坚“军令状”，拿出实招
硬招精准帮扶，脱贫攻坚战劲头不减、如火
如荼。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小
康成色如何，关键看党员干部的初心底
色。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 ，用好奖罚“指挥棒”，完善考核监
督，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让扶贫干
部心无旁骛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去 ；
另一方面要摒弃急于求成的浮躁，解决
疫情新问题，确保脱贫有实效、可持续，
干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扶贫新
成绩。

越是胜利在望，越需专注用心。牢记初
心与使命，慎终如始不懈怠，扎扎实实往前
冲，汇聚起上下一心的强大正能量，我们就
一定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上一份
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记者刘怀丕）
新华社郑州 7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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