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论述
我们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贫困地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
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贫困地
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通过生态扶贫、易地扶
贫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贫
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

（习近平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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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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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新英

青春在哪里，汗水就洒在哪里。深入
村屯、扎根乡村，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光。
在我省扶贫一线，到处都能看到绚烂的青
春之光。1986年出生的杨磊，1989年出生
的姜云鹏，1991年出生的邢志远，他们是绥
化市团干部中的优秀驻村代表。

民族村里的“杨帮办”
今年5月，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公布

了 2019年度“两红两优”表彰名单，共青团
绥棱县委副书记杨磊荣获“全省优秀驻村
团干部”称号。这个光荣的称号是他用4年
的扶贫工作磨砺出来的。

2017年，杨磊赴绥棱县上集镇民族村
任驻村第一书记。

贫困户赵炳良回忆说：“年轻的第一书
记到了，就帮助我家买来鸡雏和鹅雏扩大
养殖，还帮我儿子联系外出赴青岛打工。
我们家收入多了，条件好了，2018年就实现
了脱贫。”

今年，为了应对疫情给赵炳良一家可
能带来的返贫风险，杨磊主动帮助赵炳良
申请扶贫贷款5万元，用于他家扩大种植面
积，并为赵炳良联系赴大连果园打工的工
作。赵炳良说，我家脱贫效果“瓷实”，杨书
记这样帮我们，我们一定好好干。

“最怕贫困户返贫”，这是杨磊的真心
话。今年年初，原本杨磊已经为脱贫户乔
永轩联系了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工的营

生，但受疫情影响，乔永轩的这份工作“黄
了”。杨磊再次为乔永轩联系上集镇疫情
防控的公益岗位上岗，实现了乔家在疫情
期间收入稳定。

杨磊说，上集镇民族村全村 90%以上
的村民为朝鲜族，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在
青岛、大连和韩国等地务工，村中 70%的党
员为流动党员，党建工作开展一直很难。
为解决此问题，杨磊与村两委班子一起利
用学习强国软件、微信视频等方式开展流
动党员的集中学习并及时了解流动党员的
生活和思想状况，确保了村中的流动党员
在各领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杨磊与村两委
班子多次探讨研究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并根据村实际情况创办了朝鲜族米酒
厂和泡菜厂，与村两委班子一起研究米酒
配方，一起为村里出产的米酒和泡菜联系
销路，村民们在酒厂打工，足不出村每个月
就可以赚到4000多元。

村民的“快递小哥”
姜云鹏是共青团海伦市委员会社会联

络部部长，刚刚过完 30岁生日却也是一名
驻村“老兵”。2017年 5月，姜云鹏被派驻
到海伦市向荣镇向春村驻村扶贫。2018
年，他转战到海伦市海兴镇永进村驻村，担
任第一书记。几年的驻村时光他收获了一
个外号：“快递小哥”。

姜云鹏的这个“业务”是帮贫困户带
货开始的。去年，姜云鹏帮助贫困户张杰

申请了贷款 2 万元，养殖红公鸡 1000 只，
可年末销售遇到了难题。“扶上马，还要送
一程啊！”姜云鹏利用自己的人脉和朋友
圈进行销售。在他的帮助下成功销售了
300余只红公鸡，销售金额达到 3万元，张
杰全家因此脱贫了。有了卖鸡的经验，

“快递小哥”姜云鹏继续开展代卖工作，今
年 5月，他替村民卖笨鸡蛋、鸭蛋，销售金
额超过 3000元。

姜云鹏积极探索新思路，想新点子，联
系海伦当地电商能人“王笑脸网店”老板王
颜辉，请他帮助销售农户庭院里散养的小
笨鸡。王颜辉答复说，5000只以内都没有
问题。订单在手，小鸡不愁卖，姜云鹏就花
费近 1万元，为全村贫困户每户购买了 20
只鸡雏，还为每户购买养殖防疫药品，做到
统一品种、统一购买、统一防疫、统一加工、
统一销售。

海兴镇永进村贫困户郝玉方说，我家
这小牧园养大公鸡、红公鸡，都是小姜书记
给买的，我们岁数大的人，搞养殖挺好，从
买鸡雏到销售，他全程给服务，这个项目真
挺好。

姜云鹏说，村民看我总是来回送货，送
我一个“快递小哥”的称号，我乐于为村民
的增收提供更多服务。

为村里营造最美风景
生于 1991年的邢志远，是望奎县最年

轻的驻村第一书记。
夏日傍晚，走进望奎县先锋镇沿江村

就能听到广场秧歌队的鼓乐声。秧歌队成
员都说，村里有了广场才有了秧歌队，而这
个广场都是邢书记帮助修建的。

从 2017 年驻村开始，邢志远就张罗
着让全村老百姓能在茶余饭后有休闲娱
乐的地方。邢志远说：“我来的时候沿江
村没有路灯，每到夜晚，百姓出行很不方
便。”为了让村民们晚上出门有个灯照
亮，邢志远自掏腰包组织实施了“一户一
亮化”工程，免费为全村 87户贫困户送去
太阳能灯一个。

这两年村里还完成了硬化路面 4.4公
里。邢志远积极帮助联系望奎县的水稻专
家到村里、到田间地头对贫困户进行科学
指导；为贫困户送鸡雏、鹅雏；争取各类奖
助学金3万余元，利用节假日时间为在村贫
困户家庭学生辅导功课；在沿江村举办了
先锋镇就业创业培训班。

邢志远说：“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的最后一年，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将带
领帮扶责任人为贫困户在产业增收上做长
远谋划，带领沿江全体村民实现小康生
活。”如今，全村贫困户 87户 223人在 2019
年底全部脱贫。

共青团绥化市委书记吴迪说：“奋斗的
青春最无悔，让青春在扶贫一线闪光。绥
化市广大团干部扎根基层，通过产业带动
等有效措施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通过思
想引领、典型引带，让优秀青年人影响身边
人，帮助农村青年创业致富，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贡献共青团力量。”

驻村扶贫闪耀青春力量
记绥化“第一书记”中的团干部

邢志远（右一）与贫困户一起同劳动，为村里栽树苗。 崔砚泽摄“快递小哥”姜云鹏（左一）了解乡亲们的带货需求。崔砚泽摄

□刘灿伟 邵帅

六月的东北平原，莺飞草长，
大兴安岭南麓一片勃勃生机。天
刚蒙蒙亮，齐齐哈尔市克山县河
南乡华安村村民王忠江就走进蔬
菜大棚忙活起来。

“今年的菜苗叶大根壮，长势
喜人，收成肯定差不了。等这批菜
钱拿到手，我准备把家里房子再装
修装修……”王忠江对今后的日子
充满了希望。两年前的王忠江可
没有这样的劲头，那时的华安村也
不是现在整洁漂亮的模样。

2018 年，武警齐齐哈尔支队
与华安村刚结为扶贫对子，支队
扶贫工作组进驻村子后，看到的
是垃圾遍地，村容脏乱差，唯一的
主干道坑坑洼洼，晚上出行只能
靠手电。

要致富先修路。武警支队会
同克山县政府深入村里实地考
察，邀请市公路局专家到村勘测，
在统一村民思想后，动土开建。
短短几十天，一条长 1.2公里的水
泥路就顺利竣工。同时，支队累
计投入30余万元用于华安村基础
建设，先后安装路灯24盏、钢网栅
栏 3000余米，设置垃圾分类回收

点 7个……贫穷的华安村逐渐旧
貌换新颜。

为了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军地联合工作组推出了“菜篮子
造血”扶贫项目，计划采取绿色、
有机、无公害、标准化种植方式，
打造 5个庭院经济菜园。可项目
刚一公布，村民反对的声音就出
来了，说不如折成现金，按人头发
放来得实惠。

如何从“根”上改变贫困的思
想和面貌？答案是扶贫扶志。支
队扶贫工作组从加强村党建入
手，党员们一起走家串户宣传党
的扶贫政策，做贫困户的思想工
作，组织王忠江等村民到隔壁乡
镇蔬菜示范园参观学习，人家实
打实的收益对华安村民触动很
大。工作组又邀请农业科技专家
到村解决技术难题，带动村民科
学种植，科技致富，联系市县大型
超市、蔬菜市场与村民签订长期
供货合同。武警齐齐哈尔支队还
为村民建了一个图书站，累计捐
书赠书1000余册。

经过两年艰苦努力，如今华
安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均年
收入达到 12500 元，稳定实现了

“两不愁，三保障”。

扶贫扶志拔掉穷根
武警齐齐哈尔支队助力华安村脱贫

□本报记者 刘心杨

虽已入夏，但清晨的水稻田仍荡出丝丝
凉意。光着脚、上身打着赤膊的脱贫户王清
友已经下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还没到上班点呢，但我习惯早点来，能
干一点是一点，这工作来的不容易，咱也不能
惜力。”

两个月前，王清友还以拾荒为生。当得
知能够成为绥化市盛昌种子繁育有限责任
公司的一名签约员工时，他惊喜不已。“今年
4月我跟企业签的用工合同，签了一年，上个
月我开了4000块钱，不怕你笑话，我都没想
到能有一天领到‘月薪’，企业还给我买了保

险，现在咱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2019年，盛昌种业被列入绥化市北林区

扶贫重点龙头企业，并被注入扶贫资金1500
余万元用于车间及产线的提档升级。企业
与秦家镇的307户贫困户签订了利益联结协
议，让贫困群众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变简单

“扶持到户”为“效益到户”。新扩建厂房的部
分租金将通过“返租”等形式回馈给贫困群
众，使得每户每年增收1000元以上。

随着企业产业链条的延伸，盛昌种业为
贫困群众带来更多的务工岗位。公司董事
长王超介绍说：“目前，盛昌种业共有员工
105人，特设了一间扶贫车间，解决了秦家镇
16名贫困群众的务工难题，每年每人不低于

6000元务工收入让贫困户通过双手实现了
稳定增收。”

由于腿有残疾干农活不方便，家住秦家
镇长山村的贫困户郑金山为能成为“上班族”
感到高兴。入企后，他骑上电动三轮车穿梭
于各个大棚之间运输种子与肥料，这个工作
能让他每月赚得2500多元，这份用汗水换来
的好日子让郑金山格外珍惜。

无劳动能力及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
的增收问题，是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近年来，盛昌种业充分发挥自身水稻种子繁
育优势，先后对秦家镇镇内12户贫困户进行
帮扶。每年开春，企业按照半价的优惠价格
派发给贫困户低价原种，并提供各种技术培

训和服务，帮助贫困群众顺利完成良种培育，
秋后再以高于市场价 0.2元的价格进行回
收，仅此一项，每户可增收5000元以上。

目前，秦家镇政府组织贫困户所在村屯
对无劳动能力及弱劳动能力贫困户进行登
记造册，并根据需求由镇帮扶责任人及驻
村工作队利用房前屋后菜园帮助贫困户量
体裁衣，选择发展产业项目，盛昌种业无偿
向贫困群众提供技术支持和产销服务。通
过“一卡通”或“粮补折”，企业为贫困群众
发放发展生产补助资金，解决了农户饲养
畜禽缺饲料、种植类缺化肥、农药、雇农机
具等费用等痛点，稳定、持续地增加贫困户
收入。

企业伸援手 贫困户去“上班”

□文/摄 本报记者 刘心杨

家住龙江县哈拉海乡西里村
的龙双山，今年62岁，是家里的顶
梁柱。说起如今的好日子，龙双
山难掩激动：“俺家能脱贫，全依
仗咱们县的肉牛养殖项目了。”

与龙双山的初次见面是在距
离西里村10公里处的一片草甸子
上。中午，太阳毒辣，一顶大草帽
为龙双山带来些荫凉。“我每天走
上 60多里地，帮村里的养殖户放
牛，挣点辛苦钱。”

2016年6月，依托龙江县县乡
两级“一头扶贫牛”项目扶贫补贴
政策，龙双山自筹资金 6000元购
买了两头母牛。“以前我就有养牛
经验，后来给家人治病，家里能卖
的都卖了，那时候真是穷的‘掉
底’，真没想到我还能有重新拿起
牛鞭子的一天。现在家里闲置的
牛舍重新利用上了，还跟大企业
签了约，不愁牛的销路，厂家还上
门提供冻精和饲养技术呢。”2017
年 8月，随着第一头牛犊的降生，
龙双山家的日子开始见亮了。

依靠和牛繁育，龙双山摘掉了
“穷帽”，同时摘掉的还有当初的那

顶草帽。“现在我也不帮人放牛了，
每年交370元托管费，有人帮着放
牛，那顶草帽也不知扔到哪去了。”

村里的贫困群众明白卡显
示，几年前通过“贷资入股”的方
式参与的生猪养殖项目，每年为
龙双山带来的收入也十分可观。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西里村村两
委还为龙双山申请了护林员公益
岗位，一年 6000多元的工资收入
让龙双山干劲十足。

问及家里的存款，龙双山腼
腆地说道：“存款不多，但拿出个
万把块钱，也轻松。”腰包鼓了，龙
双山花 3000余元翻新了牛舍，买
了生活必需的家用电器。记者离
开时，龙双山掏出了纸包纸裹的
一部智能手机说：“我买这个手机
主要是方便跟同村的养殖户联
系，平时也在上边听听歌，听听广
播。咱俩加个微信呗，秋后再来
我这，我给你炖大鹅吃！”

上图：以前，龙双山帮人放牛。
下图：依靠和牛繁育，龙双山摘

掉了“穷帽”。

龙双山 过上脱贫好日子

□钱玺勇 本报记者 董新英

“七一”前夕，满头银发的甄广厚换上
了压箱底的新衣服，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在
延河镇党委成员和村里十几名党员及村民
的见证下，他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

在延寿县延河镇团山村，村民对甄广
厚评价很高：“他早就够党员的标准了，他
是我们村里的活雷锋。”

今年 73岁的甄广厚，多年以来日子过
得并不富裕，老伴重病，看病花销大，他们
家成为因病致贫户。但这些都没挡住他从
年轻时起就有的热心肠，村里谁家有个大
事小情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谁家下田
干活家里的鸡鸭鹅跑出了院子，他看见了
就给赶回来，插上门；村里五保户家的窗台
上，时不时出现一小兜菜，那也是甄广厚默
默放那的。

村民的事要帮，村里的事甄广厚也放
在心上。村路边沟的杂草出来了，他扛起
锄头主动锄草；村里的树枝长太密，他拎着
大剪子义务修剪。他还在村上义务担任秸
秆禁烧看护员、卫生监督管理员、疫情防控
检查员。

老甄头乐观积极向上，在团山村乐于
助人是出了名的。家庭贫困，要强的他并
不气馁。近几年通过养牛和发展庭院经
济，靠自己的双手摘掉到了贫困的帽子。

“现在医疗政策多好啊，不仅给我们报销了
看病花的钱，还提高了报销比例，免收挂号
费、门诊诊查费，现在老伴看病基本不花什
么钱了。”甄广厚说，自家能脱贫全靠国家
政策好。

2017年 6月，哈尔滨市委政研室驻村
扶贫工作队来到了团山村驻村扶贫，进村
没多久，工作队就听说村里有个活雷锋。
工作队入户走访时，甄广厚当时就提出自
己有个心愿一直未了，那就是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

“为啥要入党？”甄广厚说：“我 4岁时，
新中国成立，从小父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
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从小就
知道感党恩、跟党走。我没有正式上过学，
文化底子薄，多年来也没有勇气申请入党。
改革开放后，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儿，上世纪
90年代初我还被评为产粮大王，这给了我勇
气，那时我就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么
多年来，我一直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期
盼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许雪莹得知这一情况后，先后组织召
开村支委会、村全体党员大会，重点培养甄
广厚老人入党。历经两年的培养考核，甄
广厚终于在今年“七一”如愿以偿。

在国家的好政策支持下，凭着勤劳的
双手光荣脱贫，多年来甄广厚从没放弃对
党的坚定信念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帮助邻

里，操心村里的事，村民都认可说“老甄头
儿是好样的！”

扶贫工作队长许雪莹说：“甄广厚老人
凡人善举值得大家学习，这是生活在村民
身边的先进典型。他思想上积极要求进
步，行动上乐于助人，自力更生甩掉贫困的

帽子，坚定信念在古稀之年加入党组织。
甄广厚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最感人，
希望团山村村民都向新党员学习，在脱贫
路上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73岁的甄广厚入党宣誓。
钱玺勇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73岁老甄头光荣入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