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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暂时不能回来了，请给贫困户解释清楚”
——奉节县竹园镇副镇长、人武部部长陈明的扶贫故事

今年5月，陈明（左）走访竹园镇华吉村脱贫户胡君兴。
（奉节县人武部供图）

□本报记者 颜若雯

“过去我总让陈部长别来了，现在又总是盼
他快点回来。”近日，说起奉节县竹园镇副镇长、
人武部部长陈明，该镇华吉村村民李天海哽咽
了。9月22日，陈明因病情加重，前往西南医院
开始第二阶段的治疗。

李天海曾是陈明对口帮扶的贫困户，过去，
陈明隔三差五就往李天海家跑，关心他的生活，
替他张罗工作。去年，李天海的两个子女都大学
毕业并找到工作，他主动提出“摘帽”，不愿再给
陈部长添麻烦。眼看一家人的日子逐渐好起来，
李天海想给陈明报喜，却听到了陈明患病的消
息。

今年6月29日，46岁的陈明前往重庆主城
参加全市专武干部轮训大比武，期间感到上腹疼
痛难忍，但他仍强忍病痛坚持参加考核，并以
700多分的成绩获得全市个人第28名，同时助
力奉节县获得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考核结束
后，陈明前往医院检查，被确诊患胰腺癌。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赶赴奉节县，采访了陈
明的亲友、同事和竹园镇部分干部群众，记录下
了陈明的一些扶贫故事。

“他的私家车总在村道上
跑，从没干净过”

竹园镇华吉村面积12.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1390户4110人，是全镇最大的村。2017年，陈
明到镇上任职不久，用一个月时间把他所联系的
华吉村全部农户走访了一遍。

“陈明许多时间都开着私家车在村里走访、
调研，经常捎带上在路边等车的村民，遇上村民
有急事，他还专程去接送。”华吉村村支书田勇
说，“他的私家车总在村道上跑，从没干净过。”
走村入户吃饭不便，陈明就在后备箱放了一整
箱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就去群众家中接开水
泡面。

与村民、村干部深入交流后，陈明很快摸清
了华吉村的情况，对村里的发展有了清晰规划。

陈明发现村里没有主导产业，调研中，他认
为村里适合种植脆李，但当时村里大部分劳动力
都外出务工，脆李种植面积不足150亩，且缺乏
技术、疏于管护，脆李卖不起好价钱。为此，陈明
把村民带到开州区、云阳县，专门学习脆李种植

技术。
在陈明的引导下，村民张祖生现在已经成为

脆李种植大户，他用两年时间把自家流转土地种
植的500亩脆李重新嫁接。随后，陈明又引入县
级龙头农业企业，推动华吉村脆李深加工。

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华吉村从2017
年的传统“三大坨”（红薯、土豆、玉米）种植，到现
在发展起700余亩脆李；他一手引进的农业公司
在村里发展辣椒、中药材特色产业 200 亩。
2018年，华吉村还是全镇的“后进村”，今年该村
已在全县扶贫考核中排名靠前。

陈明还出色完成竹园镇46户村民的易地搬
迁工作，并建立起600余人的普通民兵队伍和
40人的基干民兵队伍，为竹园镇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退伍这么多年，一点也
没褪色”

“陈明在工作上干出这么出色的成绩，我一

点不意外。”奉节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史宗常与
陈明曾是战友，他向记者介绍了陈明在部队时的
一些情况。

1992年，陈明与史宗常一同到新疆服役，两
人新兵训练时在同一个团，后来又在同一个营。
陈明立志做一名忠诚的边防卫士，不仅训练刻
苦，休息时间还抓紧读书学习。后来，陈明担任
班长，他对战士在训练中严格要求，在生活上热
情关心，主动给新兵拧帕子、帮战士补衣服。部
队的比武竞赛中，陈明带领的班总能取得好成
绩。

“在部队，他是一个理想信念特别坚定的军
人。他退伍这么多年，一点也没褪色。”军人的准
时守时、干练利落、勇于担当和极强的执行能力，
一直在陈明身上保持着。竹园镇规建办主任周
贤明清楚地记得，按照该镇工作安排，有30余户
村民需在3个月内完成易地搬迁，但在实施过程
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工程建设进度缓慢，群众对
搬迁有顾虑，其中一贫困户虽住着危房，却始终
不愿搬家。

陈明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去贫困户家中
讲解政策，做通工作后，又在建新房时帮忙搬砖、
挑沙，搬运家具。这户贫困户的老宅基地复垦
时，陈明还专程赶去帮着核实面积。

在竹园镇违章建筑拆除过程中，有群众不理
解、不配合，拒绝拆违。矛盾面前，作为该镇城镇
建设工作分管负责人，陈明坚持到现场解决问
题。面对群众的指责，他总是来到群众身边：“我
是镇上的分管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好好说，我想
办法为你们解决。”

“疫情防控中连续工作
103天，把治疗给耽误了”

陈明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台历。记者看到，6
月29日前，台历中的每一天都写下了密密麻麻
的工作安排。办公桌上还放着几个药瓶，是治疗
胃病及止痛类药物。

“他早该去医院的。”田勇说。在竹园镇任职
期间，陈明联系华吉村，作为华吉村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他坚持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一手
抓分管工作，一手抓脱贫攻坚，与村干部和群众
朝夕相处。

田勇回忆，早在2018年下半年，陈明就时常
出现背痛、上腹深处疼痛等症状。2019年的一
次例行体检后，医院建议陈明复查，但陈明一心
扑在工作上，打算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到今
年初，陈明上腹疼痛越来越频繁，还出现较为严
重的失眠。“你抽空去医院好好检查。”田勇劝他，
但是随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又参与到了疫情
防控工作中。

大年初一，陈明带领竹园镇民兵战斗在疫情
防控一线。从最初的全覆盖排查，到后来的精准
排查、滚动排查，他全程参与。竹园镇专武干事
肖锐与陈明朝夕相处了3个多月，他说，“陈部长
连续工作了103天，就这样一天天地把治疗给耽
误了。”

“在高海拔路段的卡口，他与我们一同住在
帐篷里；在人口集中的场镇，他带头巡逻至凌晨
两点。”肖锐说，自疫情防控开始，陈明平均每天
工作10个小时以上，从无一句怨言，“有时早上
我刚起床，他已经跑步锻炼回来，准备投入工作
了。”

“他对所有防控数据和群众家庭情况都十分
熟悉。”肖锐回忆，陈明常说，疫情防控的每一项
细小工作都马虎不得，必须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疫情防控期间，他批评教育不戴口罩村民
50余人，移送处置强行闯关人员1名，查处聚众

打麻将行为9起。

“我不会离开大家的，我还
有很多事没有做”

从奉节县城到竹园镇的路上，车开不了多
久，就到了陈明的家。

“2017年，哥哥回了4次家，2018年，他只回
去了一次，去年也只回家了几次。”弟弟陈俊良与
陈明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兄弟两人常通过微信
交流，说得最多的，还是工作。

“哥哥大我15岁，我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他
于我而言长兄如父。”陈俊良现任奉节县委宣传
部理论科科长。刚参加工作时，陈明教导陈俊
良：多做事、少说话，绝对不能“伸手”。

今年6月29日，陈明在重庆主城参加全市
专武干部轮训期间，病情加重，战友们多次见他
躬身捂背。但陈明强忍病痛坚持参加考核，其中
长跑还获得了全市第四名的成绩。

考核结束，他才前往医院。“周末检查身体，
周一就回来。”去医院前，陈明给镇长王平发去微
信。

等待诊断结果期间，不少人在工作上与陈明
保持电话联系，但他没有透露半句病情。

7月12日，陈明被确诊患胰腺癌，按照医生
要求，必须立即住院治疗。当时，距离国家脱贫
攻坚普查登记工作启动还有约一周时间，陈明迅
速、全面梳理出分管工作，通过微信向王平交接
工作。

“每天的工作开展内容要抓紧，安排紧凑
点。”“今天到期还款的（指小额扶贫贷款）还有一
户。”“我那户也要核对，上门沟通。”王平打开微
信，记者看到了陈明发来的一条条清晰、细致的
工作交接内容。

确诊后，陈明还给田勇打去电话，简单描述
自己的病情后，交接了村里的工作，并把自己对
口帮扶的贫困户暂交给田勇负责：“我暂时不能
回来了，请给贫困户解释清楚。”

7月17日，陈明经历了长达10个小时的手
术。住院期间，许多不知情的人仍然和陈明保持
着工作联系，他都尽力回复，甚至接打电话。

目前，陈明的治疗自付费用超过了30万
元，同事们前往医院看望时想给他捐款，全部
被陈明谢绝。“我不会离开大家的，因为我还有
很多事没有做。”病床前，陈明反倒叮嘱大家保
重身体、定期体检，对自己现在正在治病，没能
和大家一起走完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表示
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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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城口支行（下称

“工行重庆城口支行”）

正式挂牌开业。此番

落子城口，是工行重庆

市分行着力发展绿色

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又

一重要布局。至此，工

商银行已在重庆所有

区县实现网点全覆

盖。作为金融扶贫的

“国家队”和“主力军”，

该行始终致力于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为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贡献工行力量。

立足重点区县
为“经济圈”建设贡献工行力量

位于重庆最北端的城口县，地处
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境内群山绵延、
沟壑纵横，集“老、边、山、穷”于一身，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今年2
月，城口以贫困发生率0.42%、群众满
意度98.47%的亮眼成绩，正式退出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摘掉了戴在
头上40多年的“贫困帽”。为积极践
行大行责任担当，助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工行重庆市分行决定设
立工行重庆城口支行，助力城口走出
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据悉，新设立的工行重庆城口支
行本着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原
则,采取可持续经营策略,为本地公司
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同时，工行重庆城口支行内
外环境良好，功能分区清晰，地理位置
优越，全新的设备还大大提升了其智
能化服务水平。

工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行将坚持战略驱动、规
划引领的思路，立足自身优势、注重前
瞻谋划，将全市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区县逐一进行梳理，掌握人口、
产业、项目等资源要素流动重组的新
趋势、新动能，确定网点资源迁移的重
心。在此基础上，将区域内的中心城
市、经济开发区、人口聚集区作为渠道
资源重点优化调整目标，积极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计划未来3年在江
津、铜梁、璧山、开州等经济总量增长
较快的区县新设网点，进一步增强服
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打造差异化金融服务
助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现在工行城口支行正式营业，大
大方便了附近的居民，很多事情以前
要跑很远的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

以办好了。”家住附近的市民王女士高
兴的说。

作为新设立的一家网点，城口支
行由工行重庆万州分行直接管辖，通
过转授权授予其相应经营权限。其定
位是：同业领先，业务齐全、服务优良；
城口政府金融政策的执行者和实施
者，城口普惠金融业内领先者。

据介绍，工行重庆城口支行将突
出“ 差异化 ”经营，着力发展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和“大零售”业务。走特
色县支行、精品县支行线路。

在绿色金融方面，城口绿色金融
发展空间巨大且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
和资源优势，力争成为重庆乃至全国
有名的旅游胜地，相应的旅游业融资
需求较大，工行重庆城口支行将在绿
色金融的指引下发展“绿色信贷”，大
力发展绿色金融。

在普惠金融方面，践行普惠金融，
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
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

在“大零售”业务方面，推进大零售
战略，积极升级打造智慧金融新格局。
借助先进的金融科技，让更多的客户享
有更周到的金融服务，运用金融科技手
段和流程优化方法，借助大数据、人脸
识别等新技术，减少柜面处理时长、客
户超时等候，提升服务满意度。

未来，工行重庆市分行还将抓住

区域经济增长机遇，以服务好地方经
济建设为己任，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
主线，以改革为突破、以创新为动力、
以服务为宗旨、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着
力点，通过差异化金融服务兼顾不同
需求，提升该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以
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
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大力
发展绿色金融，全面提升普惠金融服
务水平。

创新扶贫模式
精准发力引入金融活水

给钱给物，不如铺就一条致富
路。产业就业帮扶，既是拔“穷根”、防
返贫的根本之策，也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长效之举。脱贫之后要防返贫，
工行重庆市分行正积极探索建立防止
返贫和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持责任、
政策、帮扶、监督“四个不摘”，推动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扶持
政策不断、帮扶队伍不散”。

事实上，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银
行，工行重庆市分行始终将扶贫工作
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该行充分发挥金融与商业相互促
进、线上与线下相互融合、规模与特色
相互协调的综合化发展优势，通过搭
建重庆扶贫专区、策划专项活动，开展
电政合作、创新扶贫模式、统筹多方资
源等手段，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
品销售、特色资源开发。

此外，该行还不断拓展金融服务
触角，深入推进“流动便民服务车”项
目。目前该行“流动便民服务车”驶入
到各主要乡镇区域，为客户办理社保
卡启用、网上（手机）银行开户、转账汇
款、生活缴费、ETC注册服务等相关业
务，有效服务各区域“三农”客户。

值得一提的是，该行还将加强金
融扶贫力度，创新支农及扶贫金融服
务，为城口县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对城口县水利、交通、文化旅游、教育、
医疗、生态等领域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有效促进基础设施改善；整合各业务
条线力量，协调提升金融扶贫水平，制
定适用于城口相关产业和项目精准扶
贫贷款方案，并为贫困村民提供价格
优惠、便捷安全的存取汇款、支付结算
等金融服务。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工行重庆
市分行将围绕“两不愁三保障”中的
突出问题，持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
不断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着力提高金
融精准扶贫质效，以扎实的金融扶贫
实绩书写出一份让国家和人民满意
的时代答卷。

武怡君
图片由工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坚定初心做实金融扶贫 积极创新助力乡村振兴
工商银行重庆城口支行开业 助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

工行重庆城口支行正式开业

工行重庆城口支行员工正在为
客户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