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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祝你生日快乐。”10月30日
上午9时许，在北塔区陈家桥乡万
桥社区一处民房里，十多名北塔
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和北塔区社
工站的社工围绕在餐桌前，手拍
手唱着生日歌，为困境留守老人
谢爱生举办一场生日会。

今年86岁的谢爱生是万桥社区
居民，33年前，他的妻子在儿子1岁
时去世，没有工作的他含辛茹苦地把
儿子抚养成人。但是儿子不争气，误
入歧途，受到法律制裁。老人岁数已
高，不仅双眼患有白内障，而且听力
也有障碍，一个人住在破旧的房子
里，生活很是艰难。北塔区社工了解

到谢老11月初将要过生日，儿子又
不在身边的信息，一周前策划，准备
帮孤苦伶仃的老人办个生日会。

当天早上，北塔区社工提前预
定了一份大蛋糕，安排10多名社工
驱车来到谢爱生家帮老人庆生。由
于老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家里的
卫生没人打扫，显得十分凌乱。社工
们来到谢老家后，首先分工合作，帮
老人打扫卫生、擦拭橱柜灰尘、整理
床上衣物。忙活了半个小时后，大家
拿着准备好的生日蛋糕给谢老庆生。
谢老在吹着生日蜡烛时，眼里闪着激
动的泪花。“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过个
这么热闹的生日，谢谢你们。”老人
用衣角擦着眼泪吃着蛋糕。随后，北
塔区社工们又驱车来到陈家桥乡贺

井村留守老人邓德富家，帮即将过
生的邓德富提前举办生日会。

今年5月份起，北塔区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启动“夕阳无限好，何
怅近黄昏”关爱留守老人公益项
目，社工们在陈家桥乡摸底走访
186名留守老人，从中筛选出20户
特困留守老人作为跟踪服务对
象，其中10户特困留守老人作为
一对一的个案服务对象，给老人
进行上门义诊、打扫卫生、发放慰
问品等。同时，社工们坚持每月至
少举办一次关爱留守老人志愿服
务活动，至今已开展上门送健康、
中秋做月饼等志愿服务 8 次。现
在，这批社工已成为这10户特困
留守老人的“亲人”。

北塔区社工志愿者视特困留守老人为亲人

社区生日会 拳拳敬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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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上午，大祥一中举行学科教学和信息化深度

融合教学改革英语公开课活动。该校英语教师张兰叶为

324班和全校英语教师上了一节公开课。

近年来，大祥一中高度重视校园信息化建设，投入300

余万元，实现了“班班通”全覆盖，还新建了高标准的录播教

室，将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有效推动了学校教师教育

信息化应用能力，构建了启发式、探索式的教学新模式，有

效提升了学校的教学、教研质量。 记者 李超 摄

王功兵

8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正准备起床，
隐约听到房门口有人在小声说话。我很纳闷，
莫不是哪位贫困户因为危房改造的事来向我
们提意见了？我立刻拉开房门，只见十来位村
民站在我房门口。为首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
老人，他见到我后，立刻将一面锦旗递送到我
手上。我双手接过锦旗，刹那间，鼻子一酸，泪
水溢满了眼眶，感到几个月来付出的艰辛、所
受的委屈都烟消云散。

2018年4月11日，我背上背包，告别尚在
襁褓中的儿子，来到绥宁县大山深处的苗寨
——省级贫困村多逸寨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多逸寨村依山而建，全村 259 户村民散
居在大山深处的9个小自然村落里，其中6组
的 20 多户村民居住在村子最偏远的山顶
——界上田，过着肩挑背负“原始”的生活。由
于当地村民思想观念落后，因病致贫导致家
庭负担增加等各种因素，加大了该村脱贫攻
坚的难度。

驻村工作队通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论证和探讨，我
和其他工作队队员们将改善民生和困难群众脱困作为驻村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采取点面结合两手抓的方式，确保抓
一件成一件，帮助群众在脱贫致富道路上实现“弯道超车”。

要致富，先修路。为帮助多逸寨村六组修通通组公路，
改变村民出行难的问题，驻村工作队争取到市财政配套资
金20万元，修通了一条长4.1公里、宽3.5米的简易公路。6
组村民行路难的问题解决了。

驻村工作队将培育村级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基础性工
作，带领群众实现产业增收。在驻村工作队的积极引导和教育
下，该村贫困户改变“等、靠、要”的思想，变“要我脱贫”为“我要
脱贫”。筹集了30万元产业发展资金，引进了“黑老虎”（一种水
果）特色产业种植，为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受益提供了保障。并
积极推进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帮助村里争创“湖南省第四届少
数民族特色村镇”，将恢复“湘黔古道”建设工程、海角洞旅游
步道建设列入村里2018年-2020年滚动项目库的重大项目，
从办公经费里面挤出资金13万元，为村里按星级宾馆要求装
修房屋3间，作为村里的旅游接待中心，增加村集体收入。

该村8组非贫困户陈某华的妻子彭某香突患尿毒症，
一场变故粉碎了这个家庭的幸福生活。巨额的医疗费，不仅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背负了一身债务。我们了解这一
情况后，将该户列为重点联系帮扶对象，为其申请轻松筹和
发动社会力量筹措医疗费用，同时争取救助资金让陈某华
发展养蜂产业。现彭某香病情已稳定，陈某华的养蜂规模也
在不断扩大，家庭条件也逐渐好转。

老百姓是纯朴的，我们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们就
自发地给了我们满分评价。看着一件件群众期待的民生工
程顺利落地，帮助困难群众摆脱困境，就如在扶贫路上树起
了一杆杆鲜艳夺目的小锦旗，激励着我们在脱贫攻坚道路
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作者系邵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邵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驻绥宁县河口乡多逸寨村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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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新修了 16 座水坝、12 公里水

圳，通组道路全面完成硬化任务，7.6
公里村主干道窄改宽工程也即将完
工。亮化工程已经竣工，全村100盏
太阳能路灯已完成安装，群众告别
了晚上摸黑出行的历史。全面实施
安全饮水工程，全村1300多人将喝
上干净水、放心水……

2018 年 4 月，工作队到梅子组
走访，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在
做手工茶，队员们拿起一闻，清香宜
人。原来这是来自椒林村海拔 800
多米的高山野生茶，由于山高路远，
这些野生茶大都没有外销，村民留
着待客和自家喝。

严柏洪想，这么好的茶叶肯定
有人喜爱，于是用手机拍了村民晒
茶、制茶的过程，发到朋友圈后，反
响出奇的好，“不到一个小时就订购
了40多斤”。

“如果帮村民把茶叶卖出去，也
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严柏洪说，在
工作队引领支持下，村集体统一收
购村民鲜叶、统一加工制作野生茶，
设计制作了精美包装，提升档次，统

一对外销售，直接帮村民增加了收
入4万多元，多数贫困户收益。

按照严柏洪的规划，村里还统
一开垦种植油茶。迄今组织开垦种
植了 600 多亩油茶，由村油茶合作
社统一流转村民山林、统一管理、统
一种苗、统一销售。

此外，严柏洪和同事们引进了百
香果和赤松茸种植，还在村里推广

“鱼蛙稻”生态种养，规划发展了180
亩鱼蛙稻立体生态种养产业项目。

严柏洪还针对性地开展了消费
扶贫，帮助贫困户和村民卖出自制
的野生茶、稻米、土鸡、土猪、山羊、
腊肉、冬笋等，“去年年底共卖出30
多万元，这在当地是一个破天荒的
创举”。

推积分制 刷新村庄风气

椒林村有着良好的生态山水和
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旅游发展后劲
很足。为了更好地宣传椒林村，严柏
洪专门拍摄了椒林宣传片，制作了

《醉美椒林，康养福地》推介PPT，开
通了“醉美椒林”微信公众号，并通过
各种媒体平台，随时发布椒林村的产

业发展实况和文旅景点信息。
椒林村是千年湘黔古商道的必

经之地，林间至今残留了 4 公里长
的青石板路。这里还是雪峰山会战
的主战场之一，涌现过抗日瑶民英
雄兰春达等英雄人物，山坡上还有
10多公里长的战壕。

在教育扶贫方面，严柏洪与村
委会一道，举办首届爱心助学奖励
基金发放仪式和座谈会，联系公益
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开展与椒林
村贫困户孩子户帮户、亲帮亲公益
行动。“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
辍学，目前有 9 名贫困家庭孩子得
到了帮助。”

为了更好地改善村风村貌，严
柏洪最近还推出“积分管理制”，大
到项目引进、获取省级以上荣誉，小
到日常劳动和家庭卫生打扫，他都
细化用分数考核。

从产业到医疗扶贫，从教育到
文旅扶贫，从规划管理到改变村风
村貌，严柏洪心里有一张清晰的椒
林村“发展全地图”。他在脱贫攻坚
这场战役中，一步一个脚印，践行了

“不忘初心”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