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困难 迅速融入工作AA

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唱好““““““““““““““““““““““““““““““““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双城记””””””””””””””””””””””””””””””””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建好““““““““““““““““““““““““““““““““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经济圈””””””””””””””””””””””””””””””””
20212021年年22月月99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主编主编：：刘代荣刘代荣 编辑编辑：：向文向文 美编美编：：郑翔郑翔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qkejibao@sina.comcom

扎根高原 践行初心和使命
——记四川省科协扶贫干部、乡城县委副书记柯江

文/图 通讯员 吴远胜 四川科技报记者 肖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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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委负责省直部门（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
分工安排，上任后，柯江及时成立了省直部门（单位）
定点帮扶工作组，通过建立工作例会制度、简报信息
制度、工作总结制度、需求对接制度、年度规划制度
等，确保定点帮扶工作落到实处。

为此，他在推动落实好需求对接制度的基础上，还
抓住省直部门（单位）来乡城县开展扶贫调研的每次机
会，提前组织各相关业务部门提出精准需求，使帮扶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比如，在成都文理学院、攀枝花学院
来乡城县调研之际，柯江协调学院发挥教育优势，多次
举办乡城干部培训班。同时，他还协调四川省能源投
资集团建立了30万/年的乡城县教师激励计划，协调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开展地形图测制，推动各部门积极
开展以购代捐活动等，最大限度发挥各帮扶单位职能
优势，使帮扶力量统筹更加集中，帮扶成效更加明显。

作为四川省科协下派干部，柯江积极向省科协
汇报，并协调争取资金90万元，支持白依乡藏猪科
普基地建设、纳木村养蜂产业发展、香巴拉镇藏猪养
殖协会发展，还推动全州第一家科技馆——乡城科
技馆建成开馆和“天府科技云”在全县推广使用，在
乡城县形成了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良
好社会氛围。

与此同时，他还经常鼓励省直部门（单位）定点
扶贫驻乡城县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
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跑好接力赛，交好
接力棒，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发挥好自己作
为本部门（单位）帮扶乡城县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
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沟通协调，动员单位结合业
务职能和乡城县发展的实际需求，集中力量、再添举
措，全力助推乡城县高质量实现脱贫摘帽。

2021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按中
央要求，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为此，如何为下一步发展提出有效的意
见建议是柯江思考的当务之急。

在带队前往雅安、资阳、广元、德阳、成都等地，
对各地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进行学习考察后，柯江彻
夜难眠。经过深思熟虑，从“强治理、打基础、育组
织、定规划”四个方面为县委县政府下一步决策部署
提供了参谋意见。

“总书记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作为共产党员，为自己在有限的人生里
赶上了、参与了并融入到这场攻坚战中我感到无比光
荣和自豪。我将不辱使命地跑下来、交下来。”朴实的
话语，践行着柯江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一旁是厚厚的书籍，一旁是记得密密麻
麻的笔记本，当记者见到四川省甘孜州乡城
县委副书记柯江时，他正准备下乡走村入户
调研乡村振兴工作。虽然这是2021年的第
一天，也是节假日，但对柯江来说，已然是常
事了。

2018年，柯江赴乡城县挂职，任县委副
书记、县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
负责省直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工作，并协同
抓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从到任以
来，他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将乡城县当作第
二故乡，坚持深入一线、深入实际，用求真务
实的作风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高度赞誉。

2018年9月14日中午，柯江从成都到达乡城，这
也是他第一次到高原地区工作，突然从低海拔地区
到高海拔地区，胸闷、头晕的高原反应特别明显。
然而，未作休息，他就陪同省科协领导前往省科协
对口帮扶的然乌乡纳木村调研，听取乡村干部工作
汇报、与村民座谈交流，了解纳木村的实际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

“别看他是外来干部，来我们这里还能喝酥油
茶呢！”纳木村村民扎姆回忆说。说实话，头两次
他还不怎么会喝，就喝那么一点点，后面再到村里
来，喝上一碗也没问题了，还不停地赞叹，好喝、真
不错。

为了尽快实现从省直机关干部向基层干部的
转变，柯江在抵达乡城的第二天上午，就向县委主
要领导请示汇报工作，下午赶往联系点热打乡开展
调研。

“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工作方式方法也不
同。”柯江告诉记者，作为挂职干部，他始终坚持“知
识融合、融入风俗、真情奉献”的理念，在充分了解
当地民风民俗的基础上，注重政策的学习和研究。
为此，他积极向县委班子成员和分管脱贫攻坚工作
的政府领导请教，学懂弄通了作为民族地区基层干
部应如何去习惯和融入当地环境的方式方法。

“实现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是抓好脱贫攻坚的
重要环节，就如何抓好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问题，
柯书记经常与班子成员一起座谈。”乡城县农牧科
技局局长高茂云介绍。他经常说，乡城位置偏僻，
优惠政策有限，引进企业太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在
服务上下功夫，确保企业健康发展，使企业与群众
形成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以此实现贫困户持续稳定
增收。他经常带领相关部门深入到沙贡乡、洞松乡
藏猪扩繁基地等地调研，与基地负责人座谈交流，
深入了解他们在落地、建设、投产、运营每个环节中
的情况，帮助其解决困难和问题。

脱贫攻坚政策多、具体分解细节工作繁重，掌
握好政策是开展好工作的基础。为了把脱贫攻坚
政策和乡城县的扶贫实际结合起来，加班加点、节
假日不休，这对柯江来说再寻常不过了。

2018年10月的一天，已临近晚上8点，柯江刚加
完班准备回寝室休息时，办公室工作人员敦艳又送
来两份急件，于是柯江又坐下开始处理。敦艳看他
连日来很辛苦，劝道：“领导，其实明天上午再处理
都可以，都这么晚了，天气又冷，回去休息吧！”柯江
笑了笑说：“不碍事，我习惯当天的事当天处理，你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窗户透出的灯光悄然与黑
夜的星空融为一体。

“现在基层工作与过去的工作方式有很大不
同，我们要向基层干部多学习，这也是个相互促进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能与当地干部群众加深
情谊，这段挂职经历是我人生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柯江说。

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上强调，没有比人更
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要重视发挥广
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
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
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
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
县委确定热打乡为联系点后，
柯江带领帮扶单位常态化前往热打乡
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并深入到各村组织宣传政
策、统一思想，引导群众知党恩、感党恩，克服“等、
靠、要”思想，激发村民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助推精
准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2019年3月已是初春，但海拔3300米的热打乡
还十分寒冷，河道被厚冰冻住，乡村道路也处处隐藏
暗冰，为及时把最新的惠民政策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柯江带领干部挨家挨户讲解。一入夜，干部冻得直
哆嗦，柯江鼓励大伙的同时带头入户，老百姓都竖起
大拇指说：“你们太辛苦了，晚上这么冷，还来给我讲
政策，太感谢了！”

“我们要时刻深入到一线，及时给老百姓送去最
新的政策，和老百姓拉家常，了解他们的困难，这样
才无愧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这既是柯江对自
己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他对基层扶贫干部的要求。

高原的山，看起不高，但一个接一个，走起来非
常吃力。据驾驶员阿昭回忆，在虫草采挖季节，柯江
前往4000米海拔的虫草山上看望慰问维持秩序和
采挖虫草的干部群众时，为了不破坏草场，车子停在
路口，面临严重的氧气稀缺，他硬是气喘吁吁地翻过
山头走到了采挖聚集地。回来时有一段路一边是悬
崖，路面又窄、路况又差，车胎都爆了，“还好顺利通
过了险要路面，现在想想都后怕。”柯江说。

柯江一心扑在了高原藏乡，忽视了对家人的关
怀。2019年7月，接到家人连续不断的电话，电话
那头孩子母亲低泣地说：“你还是回来一趟吧，女
儿都要动手术了。”当他到达医院时，女儿已经进
手术室了，守在门外，柯江心里充满无限的愧疚。
当女儿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病情刚转好，
柯江带着对贫困群众深切的挂念、带着对家人深深
的愧疚启程返岗了。离开的那一瞬间，他强忍的泪
水奔涌而出……

深入一线 舍小家为大家BB 集聚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CC
深入农民夜校宣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