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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庄严承诺的历史
性要求。自2016年组织开展“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以来，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他们矢志不渝，他们较真碰硬，他们
砥砺前行，他们的辛劳付出为中国的减贫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强大的动力。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会从贡献奖、奋进奖、奉献奖、创新奖等获奖者中选取1-2名，将其感人的事迹进行刊发，为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营造浓厚氛围献上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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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河南省上蔡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今年是上蔡县脱贫摘帽年，县委、县政府
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全县最大的政治任务和
第一民生工程，确保圆满完成6914户2万人脱
贫、剩余2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的年度减贫任
务，要把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65%，实现全县
整体脱贫摘帽。

强化攻坚体系，压实脱贫摘帽责任
强化政治担当，精心谋划部署。我们多次

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
议，制定具体攻坚方案；组织召开“决战决胜
2019”脱贫攻坚万人誓师大会，凝聚起脱贫摘
帽的强大合力；部署开展“清零提升”行动，重
点聚焦5项“清零”和8项“提升”任务，狠抓推
进落实，着力补短强弱，提升工作实效。

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我们将全
县26个乡镇（街道）划分为九大战区，成立了
16 个脱贫攻坚硬仗指挥部，各乡镇（街道）组
建了突击队，划定乡、村、户三级网格区域，形
成“县级统揽、分区作战，专班合围、包点主攻，
兵力下沉、靠前指挥”的集中作战格局。

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一是逐
级核查，依次采取乡镇（街道）自查、战区复
查、县级核查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进行核
查验收。二是清单管控，建立健全问题收集、
问题解决机制，清单管控，分类交办。三是整
改销号，对于核查发现的问题，专班化推进、
分类式指导、机制化落实，实行最严格的整改
销号制度。

聚焦关键重点，夯实脱贫摘帽基础
聚焦基本保障，筑牢脱贫底线。坚持把

“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
指标。今年以来，累计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18668人次1169万元，成功劝返义务教育阶段
辍学贫困学生85人；贫困人口大病救治率、慢
性病鉴定率达到100%，大病住院费用报销比
例达 90%以上；实施 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6000户。

聚焦产业扶贫，推动持续增收。在扶贫产
业发展上，实施结构调整的贫困户 14264 户
42885亩，每户贫困户均种植1亩以上围村林
林下经济作物，建成种植业扶贫基地250个、
大中型养殖场30多个，建成小型手工艺品、服
装服饰、鞋材加工、五金编织等小型加工厂
106 个，实现了扶贫产业到村、产业扶贫到户
的“两个全覆盖”。

聚焦基础设施，全面补齐短板。以“七个一”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为重点，统筹平衡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村与有贫困人口的非贫困
村，实施“清零”行动。目前，全县通村道路硬化率、通客运班车率、
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电力入户率均达到100%；广播电视户户通、
宽带通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所有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标
准化卫生室全部建成投用。

聚焦志智双扶，增强内生动力。在全县广泛选树“勤劳致富”
“孝善模范”“环境标兵”等先进典型，建立健全“一约四会”等村民
自治组织，针对独居老人户开展“接父母回家”活动，培育文明乡
风，全面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坚持多方发力，强化脱贫摘帽保障
强化资金投入保障。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全力保障产业

扶贫、医疗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需求。切实发挥金融扶贫作
用，加大扶贫贷款与市场主体、农民合作社、贫困户的对接落实力
度。注重发挥社会扶贫作用，建立社会扶贫网络和特殊关爱基金，
大力开展“百企帮百村”行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脱贫攻坚。

强化驻村帮扶保障。完善落实驻村干部管理办法，细化驻村
帮扶任务清单，将驻村干部工作经费和生活补助纳入财政预算并
足额发放到位，确保驻村帮扶工作提质增效。今年，我们筛选出
68个脱贫攻坚任务较重、贫困发生率较高的行政村，由县处级领
导同志及部分县直单位“一把手”分包，组成攻坚突击队，实施靶向
攻坚，确保顺利实现脱贫出列。

强化工作作风保障。深度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以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深化专项治理，从严查处扶贫领域
的违纪问题和腐败问题，集中力量解决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
不精准、工作作风不扎实等突出问题，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坚强的纪律和作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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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蝶变“榜样村”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后吴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近年来，在村“两委”和第一书记的带领下，闯出了致富路，从
省定贫困村蝶变成了全镇的“榜样村”。

后吴村大部分中青年常年在外务工，村中产业发展能力较弱，
党支部一度“软弱涣散”，如何让村子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是后吴村
党支部书记吴兆礼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吴兆礼带领大家行动起来，首先是坚持党建引领，把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作为“一号工程”，积极对接帮扶单位，形成强村富民的
强大合力。

“是李书记带我们走上了致富路！”这个村民交口称赞的“李书
记”，就是聊城市人民法院派驻后吴村第一书记李建军。在探索强
村富民规划时，他几乎天天和村干部、村民待在一起，分析村里资
源特点，探讨如何使其效益最大化。同时向先进地区学经验，向村
里能人取经，最终决定建设冬暖式大棚，目前后吴村已建成5座冬
暖式大棚，通过对外承包，村集体有了稳定的收入。

针对后吴村集体土地少、种植作物单一的情况，村“两委”多次
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利用冬暖式大棚进行特色农业种植，利用收
回的荒地进行桃树种植，加快了强村富民的速度。

经过多次召开支委会和党员大会研究，后吴村全体党员集思
广益，本着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成立了合作社。村里还新建了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卫
生室、图书室等，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魏璇璇

□□ 本报记者 邓保群

他是一名普通乡村医生，行医范围涉及
黄河岸边 28 个村，出诊 18 万人次。为此，他
骑坏了 7 辆摩托车，背破 12 个药包。如果每
次收取出诊费2-3元，这些年至少给乡亲们免
除了 36万元，为五保户减免医药费 4万多元，
给贫困群众赊账5万多元。

他就是山西省大宁县乐堂村卫生所医生
贺星龙。

“时间长了，有的账本我都烧掉了，这些
钱也不打算要了，但他们有了病，我还会继续
诊治。”贺星龙说。

大宁县在吕梁山深处、黄河东岸，交通不
便，农业靠天吃饭，是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
县，乐堂村更是一个出了名的贫困村。

贺星龙说，小时候，村里没有医生，乡亲们
常常是小病忍、大病扛，扛不过去了才去70里外
的县医院。在他12岁那年，爷爷因重感冒没有
得到及时治疗而离世。这件事情对他触动很
大，从那时起，他便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医生。

1996 年，贺星龙如愿考上卫校。但家里
穷，拿不出3000多块钱的学费，是乡亲们你30
元、他 50 元帮他凑足了学费。那时贺星龙就
决定，一定要学有所成，回村报答乡亲们！

2000 年，贺星龙卫校毕业，亲戚、同学们
都劝他留在县城医院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
村里，开了一个简易诊所，从此走上行医路。

刚回到村里时，乡亲们对他这个年轻的
村医信不过。于是，贺星龙就免费甚至贴钱
贴药给大家看病。村里85岁的老人张立山患
了十几年慢性气管炎，出现了呼吸衰竭，大医
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拉了回来。他儿子请贺
星龙帮忙试着再治一下，治不好也就算了。

贺星龙在老人跟前守了十几天，每天精
心观察、诊断、翻阅资料、打针输液，竟然把老
人家的病给治好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
百，周边村的人也开始找贺星龙看病了。

“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就要保障他们小
病、慢性病随时可以得到治疗。”贺星龙说，周
围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留在村里的都
是老人和孩子，来找他看病很不方便。于是他
印制了1000多张名片，24小时上门服务。

一开始，贺星龙出诊靠步行，他用扁担挑
着出诊包，翻沟、爬坡、过河，冬天在雪地里步
行，雪灌进鞋里，脚趾每年都被冻伤。为了及
时出诊，他狠下心从信用社贷款 4000 元买了
第一辆摩托车。

上村的五保户冯对生老人身上多处褥疮
化脓引发骨髓炎，家里异味很重，一年到头很
少有人去照顾。贺星龙坚持上门给老人免费
换药、清洗伤口、收拾屋子，还经常送一些日
用品。4 年过去了，冯对生的病情已有所好

转，现在都可以在屋外活动了。老人逢人就
说“我没有孩子，星龙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2013 年腊月，索提村贺润平的孙子发烧
抽风，给贺星龙打电话。那天下大雪，不能骑
摩托，贺星龙就挑着担子抄山里小路出诊，一
不小心从30多米高的山坡滚落到沟底。当时
脚腕疼得厉害，但是想到孩子正发烧着呢，他
就忍着疼痛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来到索提村，
给孩子把烧退下来。

12天后，贺星龙的脚越发疼痛，于是到县
医院拍片检查，才知道右脚内踝关节骨折。
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但是贺星龙却说，冬天是
感冒等常见病的高发期，现在求诊电话不断，
不能歇下来。他给自己打上石膏，忍着疼痛
坚持出诊。

很多人问贺星龙，你有过动摇吗？
“说实话，有。我的同学和村里的同龄人

在城里有车有房，而我却守着农村，孩子、老
婆也跟着自己受苦，父母年龄大了自己在家
里却帮不上忙。”贺星龙说，自己的两个孩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妻子一直想让他到县城开
诊所，这样可以照顾孩子念书，而且妻子还背
着他租了房子。

这个消息传到村里，很多人给贺星龙打
电话，问他是否真的要走？走了还回来不？
以后有个啥病灾的找谁呢？

看着乡亲们恳切的眼神，贺星龙说：“在
哪里当医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哪里最缺
医生。现在是这里最缺医生，我要留下来。”

妻子看丈夫下了决心，哭了，独自带着两
孩子到县城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孩子读书。

贺星龙说，留在村里给乡亲们看病，这
只是作为一个乡村医生的本分，而且，乡亲
们也给了他无尽的回报：有的给他做布鞋，
有的给他纳鞋垫，索堤村 70 多岁的郝芳花老
人走了 10 里山路给他送来一筐鸡蛋。“这些
年，虽然吃了些苦，没挣下钱。但黄河沿岸
4000 多名乡亲需要我，这样的生活是真正有
价值、有意义的！”

近年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支
持下，村里的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像贺星
龙这样的年轻乡村医生渐渐多了起来。县上
还给贫困户代缴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充医疗
保险，省里还推出了“三保险、三救助”好政
策，国家卫健委帮扶大宁县，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等大医院的专家还经常定期远程会诊，乡亲
们的健康已经不再是贺星龙一个人在守护。

现在，贺星龙和村民签订了健康扶贫双
签约协议，除了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外，他
还负责居民健康档案、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
等工作，日子过得更充实了。

“看着乡亲们健康、幸福的生活，我内心
比他们还要高兴。”贺星龙说。

人物名片：贺星龙，男，1980出生，现就职于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卫
生所。近年来，贺星龙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医生”“全国三农人物”“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和“2019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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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保群

2014 年 11 月，刘双燕在安徽省利辛县陆
小营村驻村扶贫工作三年任期结束，她毅然
选择留任，来到朱集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

刘双燕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踏进陆小
营村时是多么忐忑。那天夜晚，只有风呜呜
地刮着，更显出周遭的安静，她彻夜未眠。妈
妈鼓励她：“没有困难，组织上派你去干啥？
可别被老百姓指着脊梁骨说你是来混日子
的。”要强的她，下决心在村里好好干下去，做

一个不让组织失望的共产党员和不让妈妈失
望的好闺女。

刘双燕首先走访了一遍村里的群众，了
解到大家眼前最大的愿望是修一条水泥路。
但是在2012年，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
修路所需的资金无异于天文数字。她一次次
跑项目、找资金，终于争取到 50 万元，把路修
好了，看到卡车能开到村头，粮食蔬菜能运出
去，她驻村帮扶的信心越来越足。

就在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时，一个意
外打击突然降临，身体一向硬朗的妈妈居然
得了肺癌。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她几次

想放弃驻村回家照顾妈妈，但妈妈在电话里
一直宽慰她，让她安心在村里工作。5 个月
后，妈妈去世。带着未能尽孝的遗憾办完妈
妈的丧事，她又回到了村里。

刚到朱集村时，很多村民对刘双燕不认
可，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城里的女干部是来
镀金的吧？”“俺们村穷得叮当响，就凭你能让
俺们过上好日子吗？”

其实，刘双燕自己心里也打鼓，这个深度
贫困村有贫困户 348户 791人，要脱贫，“压力
山大”。

经过多番调查，刘双燕决定带领村民发
展鸭养殖产业脱贫致富。她联系专家来给大
家作技术指导，协调与大型肉鸭基地签订销
售合同，最大限度地降低养殖风险。

在大家两年多的齐心协力下，一个初具
规模的产业基地形成。村民收入大幅提升，
326 户 739 人实现了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的 13%下降到现在的 0.9%。朱集村由
一个深度贫困村摇身一变，成为安徽省级美
丽中心村。

村民们对刘双燕钦佩不已，一开始叫她
刘书记，后来直接喊“双燕”，老人们则喜欢亲
切地叫她为“闺女”。

2018年3月，安徽省第六批选派任期即将
结束，走还是留，这个选择又摆在刘双燕面前。

女儿快要高考，班主任好几次打电话给
刘双燕：“你到底是多大的官啊，家长会你一
次都没来过！”女儿经常打电话问她：“妈妈，
我想你了！又要开家长会了，这一次你能来
吗？”每一次接到这些电话，她都自责难安。

村支书找到她：“好多乡亲找我说，要按红
手印把你给留下来，但是俺们不能这么自私，
你的家庭更需要你。”这番话，让她百感交集。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候撤离，我真的不甘心。”刘双燕说。

她老公鼓励她：“你放心留任吧，女儿
有我呢，等她考上大学后，我也和你一起扶
贫去。”

就这样，刘双燕又一次留在了村里。
她女儿顺利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拿到大

学通知书那天，她们一家三口特别高兴，一起
吃过饭后，刘双燕放心地回到村里。但万万
没想到，仅仅几天后，女儿哭得撕心裂肺地打
来电话：“妈妈，我没有爸爸了！”刘双燕的老
公突发急性心梗离世。

痛失两位至亲后，不幸的事情也击中了
刘双燕。2018 年底，她去体检，查出有一个 5
厘米大小的腺肌瘤，医生让她尽快进行手术
切除，但因为村里工作太忙，她直到今年 4 月
份才去做了手术。而且，这几年由于经常走
村串户，她双膝患上严重的髌骨软化症。

组织上了解到刘双燕的情况后，要求她
提前结束驻村回城工作。但是她说：“脱贫艰
难返贫易，我实在放不下像父母一样爱我、需
要我的乡亲们。”

很多朋友对她说：“双燕，你去农村一待
就是8年，你是不是傻？你到底图个啥？”

“我图个啥？我图的是让党和国家的精
准扶贫政策在村里落地生根，图的是不让村
民们的美好生活愿望落空，图的是不让九泉
之下的母亲和爱人失望！”刘双燕答道。

人物名片：刘
双燕，女 ，1975 出
生，工作单位为安
徽 省 亳 州 市 税 务
局，现任亳州市利
辛县汝集镇朱集村
党总支第一书记、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近年来，刘双
燕先后荣获“安徽
省脱贫攻坚十大工
程先锋”、安徽省“五
一”劳动奖章、“2019
全国脱贫攻坚奖贡
献奖”等殊荣。

刘双燕刘双燕（（右右））看望群众看望群众。。 资料图资料图 ◀

◀

守护乡亲健康，我终生无悔
——访山西省大宁县乐堂村卫生所医生贺星龙

做贫困群众的“亲闺女”
——访安徽省利辛县朱集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刘双燕

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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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广西贺州市平桂区集合

扶贫办、民政局、残联、卫健、住建、移民、教育等七
部门业务骨干，组成评估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开展
全面的返贫（致贫）预警排查工作，形成了信息收
集、数据比对、核实评估、集中会审、预警干预、预

警解除、政策告知的“七步走”工作流程。
截至目前，平桂区已排查返贫（致贫）预警对象

7396户1141人，通过解困纾难，获农村特困供养11
人，低保救助389人，低保提档651人，临时救助90
人，有效降低了致贫（返贫）风险。 穆德爽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返贫预警率先走“七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