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2月，在永和县如火如荼开
展的脱贫攻坚战役中，刘秦作为永和县
编办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被派往芝河
镇后桑壁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两年多
的时间里，这个生活于城市，工作于城
市，对农村毫不熟悉的小伙子，扎根贫困
山村，挥洒青春汗水，从陌生到熟悉，得
到了村民的称赞，赢得了领导的好评，他
还获得全省脱贫攻坚模范个人等荣誉。

有一种责任叫担当

“咱们单位女性多，长期驻村不太方
便，男性中其他人年龄又偏大，看你是否
能担当一下，做好单位的驻村帮扶工
作。”

两年多前，单位领导与刘秦谈话后，
刘秦没有与家人商量，就一口应了下来。
当时，他家孩子刚过完一周岁生日，尚在
襁褓中。答应时，他已经想到了驻村帮扶
工作的艰苦和困难。

刘秦所派驻的后桑壁村位于永和县
城北 5公里处，辖前桑壁村、后桑壁村、
永义村 3个自然村。全村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11户 27人，主要致贫原因为因
病、因残、缺劳力，2016年仅有 1户 1人
脱贫。当时的脱贫攻坚形势依然非常严
峻。

没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刘秦，任职后
迅速进入角色。不懂就学，不会就问。查
资料、看文件，进村入户了解群众实情，
田间地头熟悉生产劳作。为了顺利开展
工作，他逐户登门，询问致贫原因，了解
群众需求，建立工作台账，掌握每户实
情。

“我扶贫了，你支持我工作也算扶贫
了。”因为长期驻村无法回临汾，刘秦经
常这样劝慰妻子，也得到了妻子的支持，
时间长了，妻子也难免会埋怨几句，刘秦
清楚，他亏欠妻子和孩子很多。

2019年 1月，刘秦两周岁的孩子患
流感住院，到医院时已发展成肺炎。当时
正是工作的紧要时期，全县上下各驻村
帮扶队员“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刘
秦驻村未回家已有两月之久。当在视频
中看到孩子打着点滴，呼吸急促而粗重，

嘴里已经喊不出“爸爸”时，一向坚强的
刘秦落泪了。后来，刘秦在一个深夜返回
临汾，在医院看望了孩子后又连夜返回
后桑壁村。

有一种责任叫担当，有一种奉献叫
坚守。翻开刘秦的工作日志，他用自己的
行动践行了扉页上写下的承诺。

有一群亲戚叫乡亲

“干着干着，我觉得自己成了村庄的
一分子，驻村帮扶不仅是一项工作，也是
工作和生活的融合。”刘秦谈到驻村帮扶
工作时说，“时间长了，村民也不再把我
当成工作队员，成了无话不谈的亲戚朋
友。”

工作之余，刘秦还是村民的“运输
员”。每次进县城办事前，刘秦都会提前
给村里人打招呼，告诉大家自己进城的
时间。每当离开时，有生产生活需求的村
民都会聚集在村口，告诉刘秦需要购买
的物品：大到面粉、食用油，小到毛巾、肥
皂、酱油、醋、药品等，刘秦会习惯性地掏
出笔记本，记下东家要买的蔬菜，西家让
捎的调料，从城里拉进农村，送到各家各
户村民手中。

工作中，刘秦积极学习帮扶政策，解
决群众难题，利用每月一次的“永和扶贫
日”活动，协调帮扶单位为贫困户捐赠面
粉、油、农药、化肥等生产生活物资。逢年
过节与战友们一起慰问贫困户和 60岁
以上的老年人。针对村里老年人、残疾人
比例较高的问题，多次协调疾控、残联等
部门开展入户宣传、诊治活动；刘秦还利
用大学所学的营销学知识，通过网络、微
信等平台帮贫困户销售土鸡、土鸡蛋、无
公害蔬菜等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也鼓
励了农民积极干事创业。

做到公平公正才能以理服众。在一
次贫困户动态调查中，一个戴着金戒指，
在永和县城还有门面房的村民争着吵着
要当贫困户。刘秦积极调查，了解实情，
经过讲解贫困户入选条件仍无效后，予
以当面拒绝。这一做法得到了更多村民
的拥护，也让大家知道了刘秦对工作的
认真和公正。

饮水和交通困扰了后桑壁群众很多
年。2017年，刘秦协调交通部门，拓宽、
硬化了川口村至永义村 12公里的通村
路及2.6公里田间路，解决了3个自然村
121户 357人出行难的问题。2018年，后
桑壁村修建饮水工程实施，分别在 3个
自然村泉眼处新建了 10立方米的清水
调节池3处，并完成了上下引水、蓄水池
和管道铺设入户工程，让村民用上了自
来水。

刘秦工作的点点滴滴得到了大家的
认可，在村民眼里，刘秦不仅是工作队
员，也是后桑壁村民的亲戚和朋友。

有一项任务叫脱贫

脱贫是刘秦时刻牢记的一项工作任
务。

驻后桑壁村后，刘秦想方设法增加
群众收入。他积极协调发改、电力等有关
部门，于2018年帮扶前桑壁、后桑壁2个
自然村 4户贫困户筹资建设了 5KW个
户光伏电站和200KW集体光伏电站，所
有个户光伏电站于2018年并网发电，集
体光伏也于 2018年底并网发电。5年内
预计每年每户可增收5000元，集体经济
每年可增收16万元。

“加入合作社，就能享受到合作社的
分红，这是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后桑壁村贫困户高蛇虎说，“没有国家的
好政策，连药也吃不起！”

高蛇虎患有脑梗，右眼高度近视，左
眼患有白内障，他与同样患病的妻子住
在半山坡的土窑洞里，自女儿嫁到霍州
后，老两口的生活成了大难题。驻村帮扶
工作队的队员与他成了朋友，需要药了，
高蛇虎一说，刘秦和战友们就会给他捎
回来。

2017年，刘秦协助村委成立了永和
县捷登专业农机合作社，注册资金 100
万元，拥有大小农业机械 17套，发展耕
地、播种、收割等为一体的专业化农机经
营模式，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
的管理运营机制，让村民通过资金入股、
带机械入股等方式全程参与合作社运
营，覆盖了本村及邻村农田 1 万余亩，

2018年为每户贫困户分红1650元。通过
科学规划、扩大规模，2019年覆盖耕地
预计可达 20000余亩，贫困户分红将得
到进一步提高。

有一种情缘叫难舍

2018年初，后桑壁村党支部被定为
软弱涣散党组织后，刘秦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

为了彻底改变后桑壁党支部的软弱
涣散局面，刘秦与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及村党支部一行人，按照党组织工
作要求，想办法、找差距，谋思路、定措
施，制定了后桑壁村党支部软弱涣散整
顿“四个规范”：即规范支部建设、规范组
织活动、规范党员教育、规范资料管理。
结合工作实际，设立了“四战一体”领导
组及职能工作组，集中统筹谋划、压实责
任、有序推进农村脱贫攻坚、扫黑除恶、
软弱涣散和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在严
格落实党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开展后
桑壁支部党员“3×3”行动：即党员分 3
类，服务分3类。在职党员承诺3件实事、
常住党员承诺3件小事、在外党员提供3
条信息。并率先在芝河镇成立了党员先
锋服务队，切实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有序实施，后桑壁村
党组织工作得到彻底改变。2018 年 10
月，永和县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整顿观
摩会在后桑壁村召开，后桑壁村党支部
工作法在全县得到推广。

2019年 5月，刘秦调到永和县委组
织部，接替他的是县编办的同事宋程亮。
虽然离开了相处两年多的乡亲，但工作
的关系并未阻断他与后桑壁村群众的联
系。每个月，他至少会去一趟后桑壁村，
看看村里的父老乡亲，与驻村帮扶工作
队的同志们交流心得，协调处理力所能
及的问题。

在刘秦的眼里，虽然离开了后桑壁
村，但是每次回村他都感觉像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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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郑伟，浮山县西关村人，早些
年他在县城靠收购谷子发了家。这些
年，他放着安稳舒坦的日子不过，硬是
一头扎进“难搞的农业圈”。在米家垣一
带，他流转了 2000余亩旱地，还与农户
签订1500亩谷子收购订单，探索了一条
以“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发展路子，合
作社优先聘用贫困户就业的政策深得
民心。他的锦绣谷子专业合作社2016年
获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18年获省
扶贫农民专业合作社称号。

这不，近些天的几场大雨总算喂饱
了“贫瘠旱地”。现在，地里的谷苗噌噌
长，来自十里八乡的贫困户结伴前往地
里上班，每天8小时工作制，70块钱的工
钱，专车接送还管午饭，当天就能领上
工钱。秋收时，谷子地里的活多了，挣得
钱自然更多些。

米家垣的谷子 真好

米家垣乡地处浮山县东南部，是典
型的丘陵地带，土质疏松，土壤有机质
含量高，种出的谷子颗粒饱满，熬出的
小米粥甘香浓稠。谁家有坐月子的产
妇、牙牙学语的稚童或患有胃疾的患
者，都会选米家垣产的小米。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都进城
了，农村普遍存在的“三八六零部队”成
了村子的主要劳力，更受天气、价格、病
虫害等外界因素影响。十年前，当地的
谷子种植量一度跌入冰点。那时，从事
农技推广的郑伟经常下乡，他深知米家

垣谷子的优势所在，他不忍看到谷子种
植的落寞。于是，他转身投入到谷子的
收购，2011年他成立了锦绣谷子专业合
作社，用订单模式激励农户种谷子。懂
农技、讲诚信的郑伟深得村民的认可。
接下来的这些年，米家垣乡周边的谷子
种植初具规模，谷子成品质量受到省内
外经销商的一致认可。

给讲诚信的人干活 靠谱

2014年秋天是谷子的收获季，这既
是郑伟的福气又是他的灾难。这一年，

谷子收购之初，郑伟签约给种植户的价
格是4.8元/公斤，等他再倒手销售时，谷
子的收购降成了3.4元/公斤。这一次，预
判出了问题，直接让他多年的积蓄赔了
个底儿朝天。

原来，郑伟做收购时，资金有限，凭
借着可靠、诚信的人品，种植户给了他
最大支持，仅需支付收购价的一半就能
把收获的谷子全部拉走，等他资金有所
周转，再结余款。凭着种植户们对他的
信赖，郑伟也当即立下“军令状”，无论
来年谷子市场价如何跌，他始终按照签

订的协议价收购，若来年谷子市场价格
有涨幅，他即按照市场最新的价格收
购。

别人赔钱一脸丧气，可郑伟赔了钱
却是一脸坦然。他第一时间收起负能
量，集结所有资源找销路、订计划谋新
路。就这样，2014年的这场危机，郑伟闯
了过去。自此，老百姓对郑伟的信任愈
加坚定。

度过2014年的那场劫难，郑伟明确
了发展思路，要为脱贫攻坚战“加把柴”

“助把力”。他总结了多年来散户种植谷

子的优势与劣势。于是，他独挑大梁流
转米家垣乡 6个村子的 2000余亩土地
种植谷子，同时与其他农户签订1500亩
谷子收购订单。合作社还与省农科院食
品研究所长期合作，逐步形成有机旱作
农业封闭示范基地。

在签约订单的农户中，郑伟做了大
胆尝试，针对一般农户，合作社免费提
供种子、定期开展技术指导，义务提供
脱粒机使用。而贫困户在享受一般农户
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合作社还让贫困户
多吃些“偏饭”，一是发放定额的有机肥

料，二是待谷子成熟收购价格每公斤高
出市场价0.2元。

郑伟算了一笔账，将土地流转后，
村民每年的收入会增加，除了每年的承
包费，村民在合作社务工的收入也相对
稳定，村民既不用承担种植风险，还可
以不出家门挣上工钱。

诚信人承诺的事 没错

高洪亮是米家垣村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今年 57岁，已在合作社工作了 6
年多。家中有两儿一女，近些年都相继

结婚。这婚嫁的大事办了，可高洪亮也
换来债台高筑的困窘生活。家中 8亩地
往年也只是种点玉米、小麦，每年的收
成仅够自己生活。

为了还债，高洪亮啥苦活儿、累活
儿都干过。直到2013年，他遇到了郑伟，
一家人的生活从此稳定了。在得知高洪
亮家的情况后，郑伟当即决定让他在合
作社上班。这工作如同一颗定心丸，激
励着高洪亮向美好生活持续迈进。接下
来的几年，高洪亮慢慢地将欠亲朋的钱
还了。本以为天遂人愿，一家人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可儿子高林林有了难处，
又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没有学历的高林林一直从事着卖
力气的活。结婚后，孤身一人跟随亲戚
在外地打工，每月有一千多元的工资，
仅够全家生活。

2017 年，郑伟得知高林林的遭遇
后，又一次向他们抛去了橄榄枝。一句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绝对不让你们饿
着，让孩子来合作社里上班！”这件事再
一次感动了高洪亮全家。来到合作社，
高林林成了乐观好学、勤学好问的小能
手，现在每月有 2000多元的收入，初步
解决家中生活问题。

现在，合作社的18台深松播种机、3
台运输服务车辆，他能熟练驾驶；晾晒
场、原料库、成品库、加工车间等操作注
意事项，他都能烂熟于心。

这不，拥有自动上料、去杂去石、脱
壳碾米、筛选、色选、自动包装生产流水
线将在秋收全面投入使用。高林林不甘
落后，正努力和其他贫困户一起走在脱
贫致富的路上。

本报讯 （记者 范韶华） 6 月 12
日，吉县召开 2019 年第 22 次（总第 65
次）脱贫攻坚工作周例会。

会议梳理汇总省委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发现的问题、2018年脱贫成效考核通
报问题以及近期以来自查发现的问题
整改情况，并对边巡边改工作进行研究
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方面，该县在全省范
围内选择有资质、有实力的第三方机
构，分别就施工、监理验收资料进行复
核，尤其对竣工验收和监理资料进行逐
项核查，发现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光伏扶贫方面，针对部分行政村
光伏收益分配不到位问题，由该县农
业农村局制订了审计方案，对全县行
政村光伏收益分配情况进行专项审
计，对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
见和建议，督促未分配的村按规定迅
速进行分配。

健康扶贫方面，针对部分行政村
村医有名无实，虽已配备，但长期不在
村里问题，该县组织召开县健康扶贫
领导组会议，对健康扶贫领导组进行

了调整充实，成立专项督查组，制订了
专题整改方案，印发了《健康扶贫“每
月一主题”活动方案》，截至 5月 31日，
各行政村村医已全部到岗，正常开展
工作。

教育扶贫方面，经实地核查，东城
乡、柏山寺乡 2所幼儿园设在所在乡九
年义务教育学校内部，没有独立的园
址，未将 2所中心幼儿园统计到全县幼
儿园总数中，该县教科局已将具体情况
上报市教育局，进行登记备案。

社会保障方面，该县吉昌镇桥南
村日间照料中心未建成就拆除，上东
村日间照料中心挪作村委办公场所公
用。目前，已组织民政和吉昌镇等部门
实地查看，督促整改。上东村由于村委
会办公用房出现地基塌陷，需要维修，
村委会暂时占用日间照料中心。目前，
村委会临时占用的活动室已经清腾给
日间照料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已恢复
正常运营。桥南村由于桥南广场整体
改造，将日间照料中心拆除重建，目
前，楼房主体工程已完成，年底前恢复
正常运行。

本报讯（记者 李羿玫）6月21日，
永和县脱贫攻坚边巡边改暨百日誓师
大会在服务楼会议室召开，这是面对当
前紧迫形势召开的 2019年第 22次（总
第65次）脱贫攻坚工作周例会。

会议分析了该县脱贫攻坚面临的
形势，安排部署问题整改、基础工作、退
出指标完成情况、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建设、驻村帮扶等工作。

推进易地搬迁突击战。目前全县 8
个安置点建设任务已完成，但后期任务
重、难度大，要坚决完成拆旧复垦硬任
务，全力推进后续产业工程，逐户对接
规划，按需培训，积极引导就业。人社
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要积极与
尧都区、临汾开发区等对接，推动劳动
力转移，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推进产业项目突击战。今年统筹
整合财政资金的有 44 个特色产业项
目，安排资金 9925.8万元，现已开工 42
个，有 1个养殖项目和 1个苹果基地建
设项目未开工。开工率较高，但资金支

出较慢。包村县领导要担任组长，统筹
抓好项目推进、项目质量、资金拨付等
各项工作。

推进贫困村提升突击战。对标贫困
村退出 14项指标，现还有综合贫困发
生率、贫困村退出、行政村通村公路硬
化率和开通客运班车率、行政村或自然
村人口安全饮水达标率、行政村互联网
覆盖率、行政村综合文化活动场所（地）
覆盖率、易地搬迁人口入住率等 8项指
标未达标。8项指标涉及的工程项目主
要是水、路、网、文化广场四个方面，水
利、交通、工信、文化等相关部门必须全
力以赴，加快进度。

推进基础工作提升突击战。各部
门、各乡镇必须高度重视，充分利用
最后 100天时间，再次进行精准摸排。
保证识别精准、数据准确，必须坚持
实事求是原则，贫困户得到真金白银
的收入才能计入，不能估算，不能预
算，更不能出现数字脱贫、算账脱贫
等问题。

本报讯（记者 祁 欣）6月 20日，
汾西县召开脱贫攻坚领导组第 65次周
例会。

会议传达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工作现场会、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工作现场推进会和全市贫困地
区农村饮水安全边巡边改工作总结会
议精神，通报了 2019年统筹整合资金
支付情况、周例会通报事项完成情况、
县委督查组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等工
作。

关于义务教育，要求县教科局继续
做好全县适龄儿童少年教育“一校一
册、一生一卡、一村一档”工作，各乡镇、
村、驻村工作“三支队伍”积极配合支
持，按照“不落一村、不漏一户”的原则
进行摸排，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情况底数
精准，为该县 2019年秋季入学工作顺
利开展打好基础。

关于基本医疗，要求切实筑牢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建设，打造群众满意的基
层医疗服务环境。要求县卫体局、县医

院、各乡镇高度重视健康扶贫工作，确
保各项政策精准落实到人到户，利用一
周时间整改完成部分村级卫生室未配
备药品的问题。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实
行全县药品统一配送统一价格，实现县
乡村药品零差价。

关于危房改造，作为贫困人口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中住房安全有保障的
一项重要举措，该县在这项工作上投入
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但进展缓慢，要求
各乡镇高度重视，充分动用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的力量，处理好“裁判员”和

“运动员”的关系，采取能实质性推动工
作的措施和办法。

关于移民搬迁和拆旧复垦，作为
该县脱贫攻坚战中最难的一项工作，
要求各相关乡镇高度重视，大力推进
工程建设、装修入住、拆旧复垦工作，
本着“快装、简装、不豪装、不攀比、不
举债”的原则，盯住“入住”这个目标，
确保 7月底前完成装修，9月底前全面
入住。

使 命 扛 在 肩 上
—— 记 永 和 县 编 办 驻 后 桑 壁 村 工 作 队 员 刘 秦

本报记者 张春茂

本报讯（记者 范
韶华） 近年来，大宁县
把企业带动作为易地
移民搬迁的重要措施，
优化环境、壮大主体，
培育企业带动增收，抓
好后期扶持，想方设法
为搬迁群众创造就业
机会，让搬迁群众安居
乐业，确保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实施“两区同建”。
该县跳出“就移民抓移
民”模式，既兜住易地
搬迁的脱贫底线，又统
筹解决搬迁后续生活
问题，在县城移民安置
点附近，规划建设轻工
业园区，实行移民搬迁
新区与轻工业园区“两
区”同建，让搬迁户居
住在移民新区，就业在
工业园区。轻工业园区
先后引进了鑫辉电子、
治诚科技、宇良光电、
瑞合科技 4 家企业，已
为移民搬迁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 200 个，达产
达效后可提供就业岗
位680个。

新建扶贫车间。该
县投资 800 万元在移民新区附近新建
5280平方米扶贫车间，集农产品加工、包
装、销售为一体，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预计可带动150人就近就业。

龙头企业带动就业。该县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
目标，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营造“六最”营
商环境，引进落地总投资 11.9亿元的鸿
锐集团一次性防护手套、总投资 1.37亿
元的隆泰集团现代农业花卉双创示范园
区、总投资11.35亿元的新大象集团百万
头生猪养殖等产业扶贫项目。

企业资产收益分红。该县依托鸿锐
集团一次性防护手套项目，7个村通过异
地置业、联村共建，投入财政资金 1099
万元建设小康公寓，租赁给鸿晋公司，每
村每年可收益 9.42万元。新大象生猪养
殖项目通过贫困户贷款入股，累计为113
户入股的贫困户分红165.75万元。

打造“大宁技工”品牌。该县设立“大
宁技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先后组织
搬迁贫困群众赴石家庄、太原等地，实地
培训一次性手套生产与检测、花卉培育、
光敏电阻、蜂鸣器生产、手机摄像头研磨
等技术，依托县域企业就地就业。在省交
通厅、路桥集团支持下，组建大宁技工路
桥工匠合作总社，首期培训的180人，已
赴路桥集团工地参与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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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的“米故事”
本报记者 祁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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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在汾西县团柏乡高寒农牧合作社挂满果子的3000亩梨园内，新引进的喷灌设备投入使用，不仅可以清洗掉树
叶上的尘土、利于梨树的光合作用，而且节水、便捷，降低了劳动成本，提高了灌溉面积。 本报记者 张春茂 摄

扶贫 事汇故

乡村 梦人追

脱贫 台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