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的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生机盎然。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从北京领奖

回来后，没得一天空闲，赶着为果园的柑橘树修枝。
他不愿停下来。他承诺过乡亲们，脱贫后还要

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他常常回忆起今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表

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他颁奖时，道的那声
“辛苦了”。

毛相林觉得，总书记的话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
奋斗的下庄人说的，更是对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人员的亲切问候。

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我市毛相林等
42名个人、32个集体获得表彰。他们是我市千千
万万奋斗在脱贫一线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组
织的优秀代表。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常年加班加
点，任劳任怨，将心血和汗水洒遍巴渝大地、千家
万户。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是我们党员
干部的本分”

一个党员一面旗，一个支部一座战斗堡垒。党
员发挥带头作用，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证

走进下庄，不少人为这里雄奇险峻的景色和蜿
蜒曲折的“天路”所震撼，更为毛相林带领的下庄人

“不信天不认命”的精神所震动。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

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人过上好
日子！”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走出大山，开出致富路！毛相林带着108名村
民，历时7年，牺牲了6名村民，在1300多米高的
绝壁上硬生生凿出8公里“天路”，铸就了不畏艰
险、不怕牺牲的新时代愚公精神。

在入党申请书中，毛相林写道：“党员就要
以身作则，不要怕苦，不要怕累，要带头。”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白天，毛相
林带头在绝壁上悬空钻炮眼、安放炸药雷管，干
最险最累的活；晚上，在岩缝间搭建的临时窝棚中
休息时，他把保险绳一头系在腰间，另一头拴在树桩
上，睡在窝棚靠崖一侧的最外面。

“天路”修通后，毛相林又带领村民发展柑橘、桃
子、西瓜等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乡村旅游，
带领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

4月初的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竹海中的竹笋即
将破土而出。

竹笋采收季节到来前，村党支部书记伍东和党
员干部一起，谋划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今年的
竹笋烘干、销售任务。

凉风村自然条件恶劣、产业空虚，留不住年轻
人。2016年村“两委”换届，却没有合适的支书人
选，乡里动员在湖南开店的党员伍东回乡参选。

那时的凉风村，村民缺乏致富门路，内生动力
不足，干群关系淡漠。“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是我们
党员干部的本分。”伍东郑重地说，“乡亲们盼望修
富路、挖穷根，那我们就干成这些事，让大家信得
过！”他提出加强党支部建设，建立了互帮、互学、
互管活动小组，党员带头，先富帮后富、后富学先
富。

村主任罗建东试种云木香成功后，主动为5户
贫困户送去种苗；老党员谭云兴养殖山羊上百只，并
带动4户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去年凉风村主导产业
的销售额达到100万元。

竹笋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却曾经因销售渠
道不畅，卖不起好价钱。伍东往山外跑了四五趟，
辗转联系到出价不错的收购商，干笋价格一下提高
近三成。村民们高兴地说：“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
部！”

春耕时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田野里，活跃着党
员干部的身影。他们为贫困户解决难题，确保春耕
顺利开展。

“在这场战斗中，党员干部是主力军，不能有旁
观者。”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蹇泽西说，把干
部组织起来、把责任落实下去，是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的关键。

石柱县创新建立“五统五分”工作法，精准谋划
指导、协同作战推进行业扶贫工作。全县建立33个
市管领导任组长的“包帮攻坚小组”、成立16个行业
扶贫指挥部，33个乡镇（街道）突击队、222个村支两
委和驻村工作队组成一线战斗队，明确4880名党员
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实现所有乡镇（街道）驻乡工
作、所有涉农村（社区）驻村工作、所有建卡贫困户结
对帮扶“三个全覆盖”，在每一个行业都筑起了牢不
可破的坚实防线。

在脱贫攻坚的征途上，党员干部带头干，党组织
形成战斗堡垒，与群众勠力同心，推动脱贫攻坚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最自豪
的成就”

脱贫攻坚中，涌现了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扶贫干部。他们敢于担当、开拓创新，在脱贫攻
坚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春寒料峭，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辣椒地里，大
家却干得热火朝天。皮肤黝黑、操着“山东味”重庆
话的刘吉振，正在给村民指导辣椒移栽技术。

2017年，作为市农业农村委扶贫集团驻村扶
贫干部的刘吉振来到渔沙村任第一书记。此时的
渔沙村，信息闭塞、产业匮乏，村民脱贫无方。作为
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刘吉振根据渔沙村气候条
件，提出试种辣椒。

2018年春，试种从70亩地起步。刘吉振将这些
地作为“田间课堂”，教大家种植技术，并在盛产期到
来前组织好销售渠道。为了更好地与村民沟通，平
时说普通话的他还专门学习当地方言，以减少与村
民交流的障碍。

当年，辣椒丰收，亩均纯收入达到5000多元，轰
动全镇。去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已扩大到1500余
亩，村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17年的5000多元增至
去年的1.2万余元。

“作为农业技术人员，我坚信和群众一起努力、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科技之花就一定能结出脱贫致
富的希望之果。”刘吉振说。

春雨淅沥，与黔江区金溪被服厂缝纫机的“嗒
嗒”声响成一片。四五十名女工坐在自动缝纫机前，
加工蓝白条纹的病号服。

市卫生健康委扶贫集团派驻金溪镇山坳村第

一书记刘昶，是扶贫车间的发起人。通过走访，他
发现山坳村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人力资源丰富；
劳动力市场有需求，但村民缺乏一技之长。

他根据帮扶集团中有大量医疗单位的特点，在
扶贫集团和黔江区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牵头创立了

“金溪护工”“金溪被服”“金溪竹器”三大扶贫品牌，
提供了三四百个岗位，帮助100余户贫困户脱贫。
这种将市场需求与本地资源精准结合的做法，得到
国家扶贫办的肯定。

“找准扶贫工作着力点巧干，往往会事半功倍。”
刘昶说。

春阳和煦，开州区长沙镇齐圣村洋溢着柑橘的
花香、春橙的果香。硬化的村道上，络绎不绝地奔驰
着拉春橙出山的货车、拉游客进村的客车。

齐圣村曾是长沙镇最穷困的村。2003年，在外
闯荡二十多年、身家逾百万的熊尚兵回到齐圣村。
看到多年未变的故乡和乡亲，他感到心酸，也感到自
己有责任。第二年，他担任齐圣村的党支部书记。

上任后，熊尚兵决定首先修路。经村民自筹、争
取上级拨款后，修路资金尚缺一半。熊尚兵主动拿
出38万元积蓄补足缺口。

修好路，农业专家建议齐圣村发展猕猴桃。担
心有风险，村民不敢尝试，熊尚兵就带头种。当发展
差资金时，他又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钱来流转土地、
购买优质种苗。

随后，齐圣村发展起猕猴桃、晚熟柑橘等水果近
4000亩，兴起乡村旅游。通过“三变”改革，村里实
现“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贫困村
民也能稳定脱贫。去年该村村民人均收入超过2.6
万元。

“有人说我回老家当村干部挣不了钱，不划算。

作为党员干部，我没有考虑划不划算。让乡亲们过
上好日子，是我最自豪的成就！”熊尚兵说。

在脱贫攻坚的征途上，扶贫干部苦干、巧干、实
干，用智慧、技术、担当，驱散了千百年来笼罩山乡的
穷困，为贫困群众撑起一片明朗的蓝天。

“你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就跟你有
多亲”

把贫困群众当亲人，你给群众一份关心，群众还
你一往情深。干部与群众心心相印，就能最大程度
激发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

春雨绵绵，浸润着巴南区东温泉镇的山野。
当镇扶贫办副主任梁正勇准备离开贫困户韦宗福

家时，韦宗福的老伴牵着他的手送到院坝门口，就像送
别儿子一样反复叮咛：“车骑慢一点，吃饭要定时……”

年过七旬的韦宗福身患重病，需长期服药；儿媳
离开了家，孙女还在读书。梁正勇了解情况后，想办
法为韦宗福的儿子找到工作，让家庭有了较稳定的
收入；帮助他的孙女申请助学金、困难补助，减轻了
家庭负担。

扶贫工作千头万绪。为了避免遗漏，梁正勇给
自己定下了“扶贫任务清单”，完成一件销号一件。

在这张清单上，韦宗福的名字反复出现：鸡喂大
了，想办法帮他们卖；老人家犯病了，协助办理住院
手续；出院后老人身体虚弱容易着凉，买床电热毯
送去……在他的帮助下，韦宗福一家也重新激起脱
贫的斗志，摆脱了贫困。

老人的叮嘱，让梁正勇感到温暖：“群众利益无
小事。只有办好每一件‘小事’，才能干成脱贫攻坚
这件大事！”

春风习习，海拔1000多米的綦江区石壕镇进入
桃花盛开的春天。

镇扶贫办主任陈国强，再次来到贫困户王小波
家，了解他家的春耕进展。

王小波是苗族同胞，家中因病致贫。2019年
初，王小波家申请C级危房改造，却又担心手续麻
烦、钱有缺口。

陈国强了解后，帮他跑手续，在政府补助之外又
帮他筹集到四五万元钱。最令他感动的是，陈国强
经常抽空来他家，帮忙监督工程质量；看到卫生间装
修缺洗手盆，专门开车去镇上买来送给他……“大家
都说，陈主任像我巴心巴肠的兄弟。”王小波感动地
说。

住上新房，开启新生活。陈国强帮王小波申请
了村里的公益性岗位，并教他盆景培植技术。现在，
他家年收入超过4万元，实现稳定脱贫。

“你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就跟你有多亲，才能更
容易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陈国强微笑
道。

春光灿烂，大足区宝顶镇铁马村成片的果园，李
子开始坐果。

离成熟还有两个月，铁马村第一书记马庆海，就
开始联系平台为村里的李子“带货”。

马庆海刚上任时，有村民告诉他：“铁马”缺乏产
业、致富无望，村里死气沉沉，是远近闻名的“死马”。

经过走访，马庆海发现，村里发展的李子产业规
模不小，早应进入盛产期却一直不挂果。要不要把
李子树砍掉？这成为不少村民的“揪心事”。

马庆海把这事列为优先事项。他请农业专家
“把脉”，发现李子不挂果是因为管护技术不到位。
于是，他邀专家开展技术培训，去年全村600亩李子
全部挂果。

挂了果后有没有销路，是村民的又一件“揪心
事”。为解决销售难题，他在调研市场后，采用网上
直播带货方式促销，去年5万余公斤“铁马脆李”迅
速售罄。

现在，铁马村不仅“活”了过来，还成为周边村民
眼中的“奔马”，朝着乡村振兴奋蹄前进。

“破解群众的揪心事，也是破解贫困密码的‘关
键事’。把关键事解决了，脱贫攻坚也就不难了。”马
庆海说。

4月的巴渝大地，涌动着春潮，也涌动着干部群
众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的滚滚热潮。

在脱贫攻坚中，我市数万扶贫干部舍小家为大
家，把心血和汗水洒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激发了
贫困地区群众的战贫斗志。广大干部群众勠力同
心、艰苦奋斗，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我市干部群

众将以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典型为榜样，弘扬“上下
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
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党员带头、党组织引领，激
发广大群众的昂扬斗志，带动广大
群众再接再厉、接续奋斗，谱写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的壮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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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倾情赴使命行动践诺言
本报记者 罗芸

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市数万名扶贫干部坚决
响应党中央号召，以行动诠释初心使命，用汗水
践行庄严承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是

“尖刀班”“突击队”，倾力奉献，担当拼搏，建功
立业，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他们是这个时代的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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