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脱贫攻坚擂响战鼓以来，新宁县上下同心，鏖
战贫困。一大批来自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单位的工作队员，
分别来到新宁县各村，驻村帮扶。他们为村里发展出谋划
策，对接争取上级政策，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对口帮扶
贫困户，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期间，该县涌现出了一大批优
秀的驻村干部。本报撷取部分工作队员讲述的扶贫故事，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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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新宁县清江桥乡清江村六组的夏海兵，右眼
视力四级残疾，育有三个小孩，大女儿智力残疾，家庭
负担重，2014年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夏海兵性格朴实坚韧，早年在广东务工时发生车
祸，肇事者逃逸，医药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且落下个
终身残疾。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心灰意冷。在外找
不到工作，那就回家创业！因缺乏种养技术和启动资
金，他只种植了2亩多脐橙。夫妻俩靠农闲时在邵东
箱包企业务工艰难维持生计。

2017 年，民建邵阳市委会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夏
海兵对接了就业扶贫政策。夏海兵免费到怀化安江农
校参加了农业技术培训。学习回来后，他就买了300
只乌鸡、100只鸭和100只鹅，发展家禽养殖。然而，致
富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家禽带回没多久就突然发瘟
了，死了不少，幸好他及时向学校教师求救，抑制了瘟
疫蔓延。当年，他虽赔了一点钱，但积累了养殖经验。

2018年，夏海兵慢慢地摸索出养乌鸡的“门道”：
饲料要精细，玉米要细磨，还要加些红薯一起喂才好。
清江村盛产脐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夏海兵发现
最适合将乌鸡放到脐橙园里散养，屋后的脐橙园是天
然的养鸡场，里面有小虫子吃，脐橙树为乌鸡遮阳，这
些在脐橙园中自由活动的鸡，肉质也有提升。他特意
申请了5万元的扶贫小额信贷，用于发展乌鸡养殖。
当年，他共出售乌鸡280只，价格在70元/公斤左右，
毛利润达3万余元。2019年，夏海兵继续扩大养殖，专
门建了一个70平方米的鸡棚，共养殖乌鸡500多只。
预计可带来4万多元的纯收入。

今年受疫情影响，夏海兵还有一批乌鸡未能及时
出售。他的结对帮扶责任人李明就通过微信朋友圈帮
他销售50多只，还特意从网上帮他订购了农村土鸡
专用小纸箱。为方便乌鸡销售，6月份，夏海兵还买了
一辆小货车，可以载1吨多货，既能运输脐橙，又可用
来销售乌鸡，方便实用。

“实干才有收获，奋斗才能幸福。”目前，夏海兵家
的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养殖乌鸡，还新扩了5亩
脐橙园，每年脐橙收入上万元。勤劳的他还利用农闲
时间，和妻子在邵东箱包厂务工。通过辛勤劳动，夏海
兵不仅新建了 300 多平方米的小洋房，还买了小货
车，家庭条件明显改善，真正过上了小康生活。

（讲述人：民建邵阳市委会驻清江村工作队队
员 王纶）

●身残不甘贫 志坚奔小康

2018年3月，女儿出生。初为人父，满是喜悦。但
是，为了让扶贫工作不拖后腿，我只休了三天陪产
假，就主动赶到一渡水镇向阳村继续开展扶贫工作。
8月，妻子的产假到期，也要上班了，照顾孩子成了
问题。考虑到妻子在一渡水镇卫生院上班，我就在一
渡水镇街上租了房子，请母亲帮忙带女儿。这样，家
人万一需要帮忙，我可以快点赶到家里。

我曾经当过兵，培养了好的作风：要么不干，要
干就干好。我带着一颗服务的心，用行动做好群众脱
贫致富的“摆渡人”。

传政策，促脱贫，做群众思想的“摆渡人”。刚到
村里的时候，老百姓见我年轻，不大信任我。后来，他
们见我能准确而熟练地宣讲各项扶贫政策，对村里
的情况了如指掌时，对我点赞，并且认真听我宣讲，
改变思想观念。

勤走访，干实事，做群众脱贫的“摆渡人”。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多次向上争取电改增容项目，2018年年
底，古羊片区完成电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积极争取
县水利局的支持，2019年上完成安全饮水工程，村里
部分院落季节性缺水严重的问题得到解决。此后，向
阳村最难最复杂的一条3公里长的穿山公路完成水泥
硬化；新的村级服务平台、医疗室建成入驻，群众办
事、就医更加方便。我们还帮助村里成立向阳种养专
业合作社，帮助贫困户依靠产业脱贫致富。

树意识，传民声，做群众心声的“摆渡人”。上传
下达，群众事无小事，作为第一书记，就是要耐得烦。
驻村以来，做小事是我的常态。贫困户李卜花，儿女
不在身边。2017年洪灾期间，我去她家走访了解灾
情。她老远看到我就迎出来：“你每天来我家，提醒我
注意安全。你还给我申报了D级危房改造，真是太
感谢你了。”

帮扶向阳村4年来，村里的86户贫困户已稳定
脱贫 84 户，综合贫困发生率低至 0.2%。2017 年和
2019年，向阳村被评为新宁县扶贫优秀村。这两年，
我也有幸被评为新宁县优秀扶贫干部。

（讲述人：新宁县一渡水镇政府驻向阳村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彭南滔）

●做好“摆渡人” 铺好脱贫路

2018 年 3 月，局里选派我担任新
宁县高桥镇大富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
队长。驻村以来，我与老百姓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扑下身子、甩开膀子，
苦干加巧干。令人欣慰的是，大富村
正在发生着变化，产业强了，增收的路
子广了，村民的收入多了……

驻村后，我迅速进入角色，逐家
逐户调研，把准全村情况和贫困户致
贫原因。我经常主动与村“两委”班
子成员谈心交心，手把手教方法。结
合大富村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和完
善了村级产业发展规划，引导群众发
展规模养殖和脐橙、药材种植产业，
并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发展

思路，做到“规划到村、辐射到户、带
动到人”。

我多次开会、入户、大喇叭广播，
讲解产业扶贫政策，引导他们种植脐
橙。同时，我们建立脱贫规划明白卡、
台账，明确帮扶责任人，做到项目、资
金明白到村到户，提高透明度，增强了
群众的信任度和参与度。

为推进脐橙产业发展，我协调投
入资金130多万元，硬化山塘15座，建
设贮水池45个，机耕道16500米，基本
实现了有脐橙园的地方就有机耕道，
降低了劳动生产成本。2019年，大富
村新扩脐橙500亩。全村脐橙种植面
积达3500亩，年产值1000万元左右，

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
每个贫困户都有不同的需求，面

临不同的困难。我乐于与他们结对
子，为20多名贫困户提供了点对点的
服务。2019 年 6 月，地质灾害危及 1
组尹彦文、尹彦同两家的住房安全。
我第一时间协调镇安监站人员实地查
看灾情，短时间内解决了问题。2 组
柒梅芳和6 组黄泽贵患精神病，十几
年来一直未评残。我帮助他们申请办
理好残疾证，并将其纳入低保。

驻村 2 年多来，工作队在全市考
核中名列前茅，我年度绩效考核连续
两年获评优秀，大富村在2018年度工
作考核中获评优秀。

（讲述人：市应急管理局驻新宁县
高桥镇大富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
队长 杨海）

●牵住牛鼻子 规划好路子

我2018年毕业于湘潭大学，
2019 年 3 月入职集团，被选派到
新宁县金石镇罗源村担任驻村工
作队队员。这一年多，我吃住在
村、帮扶到户，得到了磨砺。2019
年，我所在的工作队被评为“优
秀”，本人荣获集团“优秀通讯
员”，罗源村被新宁县评为 2019
年度优秀村。

当个“好后生”，一心扑在扶贫
上。现在，我说得罗源话，识得百
家菜，理得村户情。村民们总爱亲
切地叫我“好后生”，无论是贫困
户还是非贫困户，遇到问题总是
第一时间找我帮忙。李轩是我结
对帮扶贫困户李春梅的孙子，在
罗源小学上二年级。学校只有2
名老师，教学资源极其匮乏。为
了帮助李轩这样的孩子开阔视
野，增长知识，我积极争取，得到
集团团委的支持，在罗源小学搭
建起“青青e家”文娱活动室，为孩
子们打造课余学习小天地；邀请
母校湘潭大学艺术团来村为孩子
们送温暖陪伴。

找对“好路子”，产业扶贫见
实效。罗源村地处山区，南竹资

源丰富。为了留住大部分外出务
工的罗源村青年，我和队员们入户
走访逐户了解，向村主任讨教经
验，到组长家开院落会，与个别有
想法的青年谈心谈话，指导他们入
股办厂成立合作社。我们建了帮
扶微信群，引领贫困青年自主创业
脱贫。村民缺资金，我就向各级单
位争取到厂房建设帮扶专项资金
240多万元；会计没有，我就当“财
务员”一笔一笔账算好。现在，新
的南竹加工厂成了村里的标志性
建筑。合作社直接采购贫困户南
竹近60万元，新增200多万元的高
新技术设备，预计将带来800多万
元的年产值。

用出“好招式”，夯实基础真
扶贫。我创建了“寻秘罗源”微
信公众号，定时推送罗源村旅
游推介资讯，积极联系媒体来
村采访，深度挖掘扶贫故事，在
主流媒体刊发 20 多篇深度报
道，扩大了罗源村优质旅游资
源的知名度。

（讲述人：省机场集团驻新宁
县金石镇罗源村工作队队员
易天琪）

●用青春追梦 以奋斗圆梦

我要讲的是我帮扶的一个
贫困户通过勤劳双手最终脱贫
致富的故事。

李云华，今年五十出头，新
宁县马头桥镇绍洲村贫困户，一
家四口，儿子在市里读高中，妻
子和女儿在外务工。右腿截肢的
李云华，一个人在家里种地、养
猪，靠着勤劳的双手浇出了奔向
小康的幸福之花。

“现在的政策这么好，党和
政府这么关心我们贫困户，我又
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前几
年因为我的消沉，女儿体谅我行
动不便，高中毕业就出去打工赚
钱给弟弟挣学费。现在，我决心要
努力赚钱，培养儿子好好读书，将
来奉献社会。”李云华说起现在的
日子，眼里透着希望的光芒。

建档立卡后，一系列产业奖
补政策落实到了李云华身上。看
到这些政策，李云华意识到种
田、养殖也能创造不少的收入。
村里很多人都不愿意种地，认为
太累又赚不了多少钱。李云华就
把邻居家空闲的土地都租了。每
年，自强的他仅凭自己一个人的
力量就种了 12 亩玉米、4 亩水
稻、2亩花生、2亩红薯，养了100

多只鸡鸭。为了方便耕田，他还
养了 2 头牛。后来，他发现运粮
不方便，又养了2匹马。

“你一年到头这么累，身体
受得了吗？”我总是担心他的身
体，一般正常男人都吃不了这个
苦，何况他还天天带着假肢行
走。“我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消沉的时候整天躺在家里
什么也不做，经常这病那痛的，
现在天天干活，身体比以前强多
了，一年到头连个感冒都没有。”
李云华骄傲地说。

天道酬勤。李云华的辛勤劳
作，换来了小康的幸福生活。现
在，他一个人在家里的种养收入
就能达到 1 万多元。加上妻子、
女儿在外务工的收入，李云华家
现在年收入达到了6万元左右。
一家人在过年时团聚，李云华还
会杀上一头过年猪。去年，猪肉
价格上涨，他杀的猪卖了一半，
收入5000多元。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李
云华的精神在当地被群众广为
称赞，影响了许多贫困群众，也
感动了我。

（讲述人：新宁县人民法
院 胡鹃）

●勤劳双手浇出幸福花

脱贫路上故事多
——来自新宁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一线

兰绍华 杨坚 整理

▲彭南滔（右一）与村“两委”干部讨论扶贫工作。

▲9月28日，王纶（左）再次走访夏海兵，详细了解
他产业发展情况，并提出建议。

▶胡鹃（右）
走访李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