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奎——
记者：如何才能做好驻村工

作？
赵奎：这些年，村民卖牲口，

找我；盖房算工程款，也找我……
虽然工作量大大增加了，但我心里
高兴得很。在我看来，这是村民的
一份信任。工作队驻地的窗台上，
隔三差五就堆满柿子、小枣，都是
村民悄悄送来的。驻村工作，说到
底，就是人心换人心。一碗水端
平，真正融入村民生活，多难的工
作也会变得容易起来。

@刘义重——
记者：驻村5年，对你影响最

大的是什么？
刘义重：我刚到姜牛村时，

村主任将近 70岁了。自家大棚需
要打理，他说没时间；村里修
路、铺水管……大小工程他却亲

力亲为，不分昼夜。苦民之苦，
忧民之忧，只有真正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的问题，才能获得信任、
支持和认可，这是我在老村主任
身上学到的。以后不管在哪个岗
位上，我都会带着这份收获，不
惧风雨，一路向前。

@韩光辉——
记者：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有什么收获？
韩光辉：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作为千千
万万个驻村干部中的一员，我深感
祖国的强大，也为自己自豪。脱贫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
再接再厉，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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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床棉被温暖了我一床棉被温暖了我
韩光辉 39岁
沧州市公安局驻南皮县肖九拨村第一书记

2018 年 ， 我 接 受 组 织 派
遣，到南皮县肖九拨村担任第一
书记。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没在农
村生活过。记得第一次走进贫困
户家里，眼前场景让我心里一颤
——屋里又暗又乱，人在床上躺
着，鸡也跳到床上，屋里那种味
道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不管
多苦多难，也得让贫困村民过上
好日子，不然就不配当这个第一
书记。

脚下沾染多少泥土，心中就
沉淀多少情感。扶贫工作，就要
用心、用情、用力。从到村那天
起，笔记本就成了我的随身之
物。一年时间，我走访贫困群众
600余次，写了 200多篇工作日
志，结对帮扶 11对，定期入户
走访、不定时入户谈心，经常工
作到深夜，把村中困难群众的需
要，都记录得仔仔细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生小
肖 （化名）。他是村里的孤儿，
父亲早年过世，母亲改嫁，从小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我除了每月
资助小肖300元生活费，还经常
上门为他辅导功课，陪他谈心，
给他鼓劲儿，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去关心他。

疫情期间，学校组织学生上
网课。我知道小肖家庭困难，没
有手机，更买不起电脑。为了不
让他耽误功课，我专门送了一部
手机过去。告诉他，今后还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管怎样，
都不能轻易放弃，要成为一个努
力的人、敢于直面困难的人。

有一次，我去小肖家走访，
一进院，就看见他奶奶正猫着腰
收拾什么。我问她在干啥，老人
说：“你对孩子这么好，我没啥
能报答你的。快入冬了，摘点儿
棉花给你做床被。村里冬天冷，
怕你不习惯，你盖着它，能暖和
些……”

被子，我没收，但老人的
话，我记在了心里。我告诉自
己，在以后的日子里，更要发挥
党员作用，实现自身价值，多做
力所能及的事。

去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
然暴发，我在大年初二接到指
令，回村开展防疫防控工作。那
时，口罩成为抢手货，我估计村
民很难买到，就在南皮县城转了
多半天，走了几十家药店，把一
个月的工资全买了口罩。当时，
我的家人也很需要口罩，但我一
个没留，都带到了村里，给村民
们发了下去。当时我想的是，为
了防止因疫致贫返贫，口罩应先
给贫困家庭。

口罩交到村民手上的那一
刻，他们感动极了，说：“这个
时候，能把口罩送给我们，这份
礼比什么都重。”

修路、助学、强化治安、联
系医院义诊、成立机械合作社、
建幸福互助院……肖九拨村慢慢
变了模样。

今年2月25日，我有幸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并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是
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今后，
我会继续将双脚扎进泥土，让青
春燃烧在一线，让自己在历练中
拔节生长。

走出机关去卖菜走出机关去卖菜
刘义重 32岁

盐山县委组织部驻盐山镇姜牛村第一书记

来到姜牛村之前，我虽然对这里了
解不多，但也有所耳闻。

姜牛村距县城仅 2.5公里，有近 30
年的大棚蔬菜种植历史，盐山县 80%的
本地蔬菜、瓜果来自这里，村民人均收
入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我不禁好奇，这样一个村还需要我
们帮扶什么？

2016年到村第一天，姜牛村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大棚多，80%以
上的村民以此为主要收入。二是基础设
施差，进出村只有一条路，年久失修，
十分难走；田间排水沟荒废日久，失去
了原有功能……

其后几天，我们挨家挨户走访，掌
握了 240余户村民的基本情况，向他们
了解困难、询问意见，并一一分类汇
总。村民提到最多的就是修路，尤其是
进出村的那条路。

那条路虽然只有两公里，却是大坑
套小坑，还没有路灯。蔬菜运输全在夜
里进行，这些年，菜商就没进过村，全
靠村民蹬着三轮车一趟趟往外运。不仅
出行不便，还增加了蔬菜损耗。

我们和乡镇党委、交通部门、扶贫
部门多次沟通协调后，重修了这条路。
通车那天，村民自发搞了庆祝仪式。那
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驻村工作的重要
与光荣。

5年来，我们几乎把村子翻新了一
遍。村内道路全部铺上了水泥，排水沟
重新疏通，安装路灯、变压器，铺设自
来水管网，添置垃圾箱并定时清运……
姜牛村一点点褪去了破旧脏乱的面貌。

经济上，我们把村里的种植大户联
合起来，成立了合作社，年收益 200多
万元，村民收入较之前有明显提高。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
发。一时间，菜苗运不进来，蔬菜运不
出去，村民们急得直跳脚。2018年脱贫
的姜景华，就是其中之一。

得知情况后，我们一边全力以赴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一边迅速与济南、保
定等地的种苗基地取得联系，帮村民订
购种苗。同时与育苗基地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种子直接送到村里，农业专家
经常到村进行指导。

疫情期间，受物流运输的影响，蔬

菜销售也一度出现了问题——蔬菜熟
了，没人来收。我们又积极联系各单位
开展消费扶贫活动，组织商超、市场实
地参观，拓宽了销售途径。

一买一卖，帮村民渡过了难关。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探索实施了

《姜牛村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按照
党员居住位置将全村划分为 20多个区
域，每名党员联系服务区域内的村民，
通过到户交流、定期反馈、协调解决等
方式，构建起“党支部+党员+群众”的
网格化服务体系。

王炳章是脱贫户姜景华的包联党
员，有着20多年的大棚种植经验。经他
指导，姜景华每年纯收入从5000元左右
增到 2万多元。如今，姜景华仍经常把
这些事挂在嘴上：“现在，菜苗直接在村
里领，蔬菜销路越来越宽，不管遇到什
么麻烦事，身边都有党员做后盾，日子
越过越好了！”

通过《姜牛村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制
度》，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和组织力
不断增强，全村上下拧成了一股绳。这
一做法被提炼总结为“党员中心户”制
度，在盐山全县进行推广。

驻村 5年，姜牛村成了我魂牵梦萦
的第二故乡。我感恩这片热土，让我
收获了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品
格；也感恩这个时代，让我在脱贫致
富的道路上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追梦
人。不负青春、奋斗出彩，越是群众
需要的地方，越是困难艰苦的环境，
越能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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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贫困村贫困村”””来了年轻人来了年轻人来了年轻人
主持人说主持人说

2月25日，39岁的韩光辉作为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走进人民
大会堂接受表彰。这让他深感骄傲
和自豪——自己代表了所有奋斗在
沧州扶贫一线的小伙伴。

是的，在沧州脱贫攻坚的战场
上，青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
量。

近几年，一大批“80后”“90
后”来到贫困村，或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或加入驻村帮扶队。这些大
部分没有干过农活的年轻人，满怀
着对贫困群众的深厚感情，以及完
成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的使命感，在
村子里扎根、奋斗、成长。

挨家挨户地走访，对群众情
况了然于心；因地制宜地引进种
植、养殖技术，帮助他们脱贫；
培训农民做电商，带着农民开直
播；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

生态环境，富裕乡亲不忘留住乡
愁……他们以开阔的视野、创新
的思维、切实的行动，为脱贫攻
坚贡献了青年智慧和青春力量。

摆脱了稚气，抛弃了娇气；增
长了志气，磨炼了勇气……他们在
领任务、挑担子的同时，也实现了
练胆子、快成长。脱贫攻坚战为新
时代青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
地，而怀揣梦想的青年人，则如青

苗，奋力向上，饱含生气地去伸
展、拔节、长高。

有梦不觉天涯远，青春奋斗正
当时。眼下，党中央提出要把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未
来，必将有更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
人生价值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意
愿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投身乡村建
设，让火热青春在广阔天地绽放光
彩。

扶贫一线扶贫一线，，有股有股““青春力量青春力量””
□六 月

我是 2016年来到曹庄村的。当时，
村子有 216户村民，贫困户就有 117户，
贫困率高达 53.9%。村里街道坑洼不
平，村“两委”办公室破旧不堪，连桌
椅板凳都没有。村集体日子不好过，村
民更是如此。村里破屋连片，村民家里
连自来水都没有，大部分村民用的还是
50年前的旧家具，烧的是柴火锅……村
民脱贫的迫切心愿全写在脸上。

我通过走访发现，曹庄村人多地
少、种植结构单一，人均耕地不到 2
亩。村民辛苦耕种一整年也挣不了多少
钱。

如何才能带领村民增收呢？
我们将村民分成 3类：有外出务工

意向的青壮年、有意从事规模化生产的
种植户和能从事手工活的留守妇女老
人。分别为他们制订了增收方案——组
建村级务工团队，与北京、天津、济南
等地的建筑公司联系，介绍村里青壮年
外出务工；协助村民成立合作社，帮助
进行土地流转，并邀请专家前来讲解种
植技术；开展村民互助，成立家庭幼儿
托管所，照顾留守孩子；引进扎花等手
工活，帮助留守妇女增加收入。

曹传胜曾是贫困户，父亲去世多
年，母亲年老多病，他本人患有先天性
脊椎狭窄，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看着
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一年挣七八万元，曹
传胜既羡慕又着急。

我们为他们母子办理了低保，免除
了医保和养老保险费用，再加上日常帮
扶、节日慰问以及光伏、澳牧等扶贫项
目收入，曹传胜和母亲实现了“两不
愁、三保障”。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对他
进行了进一步帮扶。

我们了解到，邻村有个在天津开修
车厂的人，想招汽车电路维修学徒，学
徒期每月工资 600元，包吃住，掌握技
术后每月工资4000元。我把好消息带给
曹传胜，他满心欢喜却又犹豫不决。细
问之下才知道，他是担心老母亲没人照
料。为了让他安心，我和村“两委”工
作人员一起，帮他照顾母亲。我像对待
自己母亲一样，每日前去照料，直到
2019年老人去世。

曹传胜半年就掌握了修车技术。前
段时间，他向我咨询开修车厂需要什么
手续，准备创业。

短短一年时间，全村贫困户降至 13
户；2018 年底，全村贫困人口清零；
2020年 7月，曹庄村通过国家扶贫成效
考核验收。破旧房屋被新建的砖瓦房代
替，村民成立了运输队，建起了冷库，
发展起大型养殖，家家口袋鼓起来了。

如今的曹庄村，村容村貌、硬件设
施也今非昔比。

5年来，我们争取了约160万元扶贫
项目资金。修建村民活动中心、村文化
广场和公厕，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村庄
实现了绿化、硬化、亮化，长江水直通
各家各户……

我们的付出，村民看在眼里，村里
大事小情，都全力配合。

前段时间，我们在村中心修建了健
身广场和活动室。这是曹庄村民期盼已
久的事——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健身娱乐
场所。

在选址过程中，既要考虑不能影响
村民休息，还得方便村民健身。好不容
易选定了一块地，却发现需占用村民曹
忠举家的宅基。正在头疼时，曹忠举主
动找到我们，无偿让出自家宅基。他
说：“为了让村民过上好日子，驻村工作
队的队员们每天这么辛苦，作为外村人
都这么无怨无悔，我是本村人，出些力
是应该的！”

像曹忠举这样的村民还有很多，他
们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也多了许
多亲人，添了许多牵挂。第一书记的工
作虽然辛苦，但我无怨无悔，将继续带
领曹庄村民搞好乡村振兴。

驻村五载驻村五载 多了许多亲人多了许多亲人
赵奎 36岁

东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驻大单镇曹庄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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