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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千里，扶贫惠万家。生气勃勃的古蓼大地，到处
涌动着忙碌的身影，勤劳勇敢的霍邱人民吹响脱贫攻坚的强
大号角，书写着一首首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丽诗篇，呈现出
一个个脱贫攻坚的动人故事，犹如星河里的浪花，采撷几
朵，馨香四溢，拂面而来……

(一)
“月亮岗”，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然而，她却是

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霍邱县的一个深度贫困村，因扶贫让陈
孝军与她结缘。陈孝军与“穷亲戚”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就从
这里说起。

2017年5月，作为县纪委监委一名党员干部，陈孝军被
选派到扈胡镇月亮岗村任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长，开始了
他的驻村扶贫生涯。

“你们驻村扶贫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穷亲、帮穷户、拔
穷根……”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刘胜在动员会上的讲话
让陈孝军铭记于心。

在脱贫攻坚的岁月里，有克难攻坚的辛劳，也有与群众
同甘共苦的欢欣，尤其那结穷亲帮穷户的桩桩件件更是令人
难以忘怀。

2017年“五一”过后的一天早晨，一位老汉火急火燎来
到了村部。“俺要找扶贫工作队长，听说他是县里头派来扶
贫的，叫他帮俺评评理！”“我是扶贫工作队长，我姓陈，
老人家有啥事呀？”听见有人找他，陈孝军赶忙迎了出来。
“陈队长，俺叫董正福，是村里的贫困户，有件事你得给评
评理，今年春上，俺和老伴俩人的‘新农合’钱都交给村里
了，共计240元，前些日子政策宣传，说是今年贫困户的
‘新农合’由国家代缴，别人的钱都退了，可俺的钱到现在
也没退。”

肯定是哪个方面出了情况，钱虽不多，但群众利益无小
事，陈孝军心里寻思着。“董大爷，您放心，这事我一定查
清楚，给您老一个交待，该退给您的，一分不会少。”听陈
孝军这么一说，董正福的脸上开始晴朗起来，连忙说“俺就
相信你们，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便笑呵呵地走了。

经调查了解，是村文书只顾干其它业务，把退钱的事耽
搁了，为此，村党支部对文书进行了严肃批评，责令他深刻
检讨，并快速把钱退到位。

通过这件事，董大爷对扶贫工作队更加信任，打那以
后，陈孝军与董大爷家就如同亲戚般常来常往。

去年秋天，村里进行“改厕”，施工人员弄漏了沈奶奶
这个贫困户，正赶上陈孝军去给她送药，得知后，他立即找
到施工单位，及时进行了补建。沈奶奶逢人便说“这扶贫干
部，对群众事真上心，大事小事都帮，真为俺老百姓着想
呀！”

俗话说“亲戚不走就不亲了”。到贫困户家“串门”是
陈孝军的“常念经”，日复一日中，他和很多人成为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穷亲”也越结越多。

“大兄弟，你来啦，我正有事要找你呢，有的人怎么连
数都不识了呢？……”一次，陈孝军到贫困户陈德芳家走访
时，刚进门就遇到了她的一串“连珠炮”。由于都姓陈，所
以刚认识的时候她就说，你要看得起我这个穷大姐，咱们就
姐弟相称吧。“大姐，有啥事，你就直说，我给你做主。”
听陈孝军这么一讲，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也是小事，
俺家今年养了130只鸡，可村里统计成了120只，俺也不是为
了这养殖补贴，这该多少就是多少！”

漏统计几只鸡或许损失不大，但群众的事再小，对扶贫
工作队来说都是天大的事。陈孝军连忙说“大姐，你讲的
对，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咱精准扶贫必须得精准。”他随
即安排人员对陈德芳家的养殖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对造成
误统计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结了“穷亲”，就要常来往，实时掌握他们的脱贫动态
和生活疾苦，在“嘘寒问暖”中增进感情，在“话家常”中
加深了解。三年来，陈孝军入户走访587户(次)，真正和群
众打成了一片，让“亲戚”越走越亲。

一次次倾心帮扶，一条条精准措施，月亮岗村的扶贫工
作取得长足发展，“穷亲戚”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18

年，月亮岗村顺利“出列”，脱贫186户，贫困发生率0 . 2%

以下,实现了既“不漏一村”、更“不漏一家”，脱贫路上
一个也没落下。

陈孝军的“穷亲戚”都已脱贫，但“亲戚”还要走下
去，因为，他与他们已经结下了不可分割的鱼水深情。

(二)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地处淮

河岸畔的霍邱县周集镇双桥村驻村扶贫专干陈皓昕对这句话
有了新的诠释。他不忘初心，情系双桥村贫困户，倾注真情
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与贫困户之间架起了一道五彩斑斓的
彩虹。

2017年，陈皓昕由六安市广播电视台中波发射中心派到
双桥村，担任驻村扶贫专干。该村离周集镇约20多里，地
理位置偏僻，基层设施薄弱，集体经济为零，是霍邱县9个
重点深度贫困村之一。看到这情景，陈皓昕为村民艰苦的生
活环境心酸，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考验人。陈皓昕吃住在村、工作在
村，坚持经常性走访和每月集中走访相结合，掌握贫困户生
产生活情况，找准致贫原因，制订帮扶措施。特别是在开展
“大走访大调研”“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改”活动中，他积极
主动，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今年双桥村脱贫任务重，时间紧，有大量的基础数据
摸排、整理及上报工作，村干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且普遍年龄
较大，对计算机办公心有余而力不足。”驻村工作队副队长
刘荣华介绍，陈皓昕便利用个人精通计算机技能的条件，帮
助村干处理电子化文件、数据，传递文件材料，让扶贫数据
更加及时精准，完成了所有的电子版数据、文件的制作整
理。

就在他专心工作的时候，家庭生活遇到了挫折，妻子打
电话说：“孩子出生时臂丛神经损伤造成左臂瘫痪，需要赴
上海手术治疗后，还需反复赴上海、合肥等地康复治疗。”

祸不单行。陈皓昕的妻子查出妇科病，又因宫颈癌前病
变需手术治疗并长期观察复诊，医药花费需要数十万元。
“自孩子受伤以来，妻子便请假休息和孩子一起奔波在去医

院的路上。家中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长女需要照顾，为了支持我的
工作，妻子独自一人承担家庭的责任，保证了我安心驻村工作，我
对不住妻子与孩子，欠她们太多了。”陈皓昕告诉记者。

双桥村底子薄、困难多、产业弱，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发
展富民产业，让产业发挥持续动力。在村里，在田间地头，或是饭
后村头聚集的地方，陈皓昕都会加入进去，逢人便说富农、强农、
惠农政策和现代农业知识，有意引导话题展开讨论。

润物细无声。慢慢地，“产业结构”“现代农业”等这些词语
在村民的言谈中多了起来。在他的引导下，双桥村成立了第一个
“稻虾共养”的枫浩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这个项目已通过租
赁、劳务、带资入股等形式，带动116户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示
范带动47户贫困户发展稻虾共作等水产养殖840亩，户均增收4000

元，实现‘一田两种、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为全村脱贫攻坚和

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积极作用。”该村支部书记魏锴 告诉记者。
为扩大产业规模，陈皓昕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农户家中宣传产

业政策。2018年，双桥村大力发展单一品种肉鸡养殖特色产业，全
村有282户农户养殖肉鸡，每户平均养殖达200只以上，占全村农
户总数的20 . 4%。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全年努力，双岗村贫困发
生率降至0 . 72%，村集体收入达到15 . 1万元，顺利完成整村出列脱
贫任务。“双桥村的产业发展，离不开驻村工作队，尤其是陈皓
昕，以村为家，情牵贫困户，一心想着贫困户怎么去脱贫。”该镇
党委书记朱余江这样评价陈皓昕。

产业发展了，一系列项目纷至沓来。投资近630万元，建设了
乔吕路、瓦西提水站、渠道硬化等水利兴修“最后一公里”项目、
自来水安全饮用水工程、无线宽带免费安装、体育健身活动场所等
一系列“双基”项目；争取了300多万元危房改造、产业、就业、
金融、教育、光伏、健康、社保兜底等到户扶贫项目资金，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实现较大改善。

(三)
“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陈叔叔的关爱之情……”家住霍邱县

邵岗乡沣河村竹园村民组的汪玉祥，用颤抖的声音，含泪读完了自
己写的发言稿。此时，该乡政府大院内正在举行一场感人肺腑的捐
助仪式。

“我们乡此次安排20名特困留守儿童，每人获得200元钱和两
箱鸡蛋，全部由尧塘村养鸡大户、俊远禽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陈俊捐助。对汪玉祥这个品学兼优、家庭特困的学生陈俊承诺实
行一对一帮扶，直到大学毕业。”该乡关工委主任王顶刚乐呵呵地
说。

1994年，因家庭贫困，高中毕业的陈俊辍学了。陈俊
是位与众不同的人，这位城西湖岸边出生的穷小子萌生了
在家创业致富的梦想。干什么好呢？养鸡行不行？说干就
干，陈俊东拼西借了1000多元钱，买了400只鸡苗，开始
了自己的养鸡生涯。

吃了苦中苦，方得甜上甜。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
报，陈俊始终把这句话当作人生的信条，这句话激励他走
出困境，走出了一片艳阳天。通过学习和实践，陈俊逐渐
摸索出了一套蛋鸡养殖技术。他的养殖规模开始从400只
到500只，从500只到1000只，从1000只到80000只不断
扩大，养殖面积达1 . 1万平方米。

“这四座标准化的养鸡圈舍内，8万多只母鸡正在觅
食，圈舍外的几个工人熟练地装着鸡蛋。除装蛋外，所有
的工作都由眼前这几台巨大的机器设备完成。”陈俊告诉
记者说：“之前，我一直利用老式圈舍养鸡，人累，成本
高。县里和乡里组织我们去江苏、山东学习参观取经，又
与安农大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养殖专家不断进行电话和网上
联系，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

“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目前，他以市场
为导向，以专业协会为手段，成立了霍邱县俊远禽业有限公
司，以“养殖—销售”一条龙的产业经营模式吸收农户加盟，
解决20多个村民就业，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奔小康。“俺是
陈老板手把手教出来的养鸡技术，当年养了2万只鸡，年收
入70多万元。”家住尧塘村村民张宝成感慨万千。像张宝成
这样手把手教出来的养鸡专业户远近达50多家。

不仅如此，陈俊还创办乡青少年培训基地，定期上养
殖课，以身说法，让小学生感受到创业的艰辛，动员自己
父母回来创业。该乡初一学生汪玉伟听了陈俊讲的养殖课
后，说服在外跑运输的爸爸汪祖权回来养鸡6000只，当
年就赚12万元。尝到甜头后，汪祖权今年正在加盖一栋现
代化的养鸡场。

行善积德，致富不忘乡邻。在发展特色养殖实现共同致
富的同时，陈俊时刻不忘帮扶村里的困难群众，用一颗真心
赢得了村民的点赞。为照顾村组里的困难群众，陈俊每逢过
年过节都坚持送鸡送蛋，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投资30多万
元修建了4米宽740米长的水泥路，解决了2个村民组村民
出行难的问题。向乡敬老院捐款捐物，不计其数。

“正是因为陈俊有梦想、有技术、有行动、有付出、
有爱心，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我们就破格提拔陈俊
为村干部，以他为榜样，在全乡掀起创业致富、科学养殖
的高潮。”该乡党委书记刘开宝对陈俊勇于奋斗的创业精
神和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给予了高度赞誉。

(四)
一块块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一个个产业基地，

机声隆隆，人声鼎沸。“今年午季和去年秋季收了5000

多吨稻草、秸秆，现在进行机械化打捆，然后
送到电厂，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解
决了雷李、长马、南滩、下楼、
曾王等周边上十个村秸秆禁
烧问题，环境变好了，

效益提高了”，在沿淮行蓄洪区的霍邱县王截流乡朱
张村，该村草场负责人李立军告诉记者。

这只是该村抓产业，真心帮扶，激发脱贫攻坚的
内生动能一个缩影。自该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周明俊驻
村以来，找差距、想点子、谋思路，分析主要致贫原
因是因病、因残、因学，缺乏劳动能力等。个别贫困
户存在消极思想对脱贫没有自信心，存在等、靠、要
的错误理念，更不能通过自身发展产业获得经济收
入。

周明俊一方面带领村民和部分贫困户到附近乡
镇，参观学习发展产业的先进经验，深入实地观看生
产模式，另一方面，利用乡镇产业培训的机遇，让专
家手把手教会一些产业技能，从心灵深处去激发脱贫
致富的强大动能。

与此同时，该村还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和党
员活动日，发展年轻有为的新党员，增添新鲜血液。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重大问题邀请老党员、村民代表
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建议。

据该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周明俊介绍：“通过完善和
健全党组织各项制度，努力提升村班子凝聚力和创业
的干劲。由于完善了村公开、财务公开、，理事会等
村民自治制制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现在干群的关
系逐步加强，为扶贫工作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发挥扶贫工作队优势，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
解决实际问题。贫困户陈家顺，今年60多岁，家属残
疾，因为一场车祸，产生了纠纷。对方没有能力偿还
赔款，导致案件得不到处理。周明俊利用在县法院工
作的优势，上下协调，为陈家顺办理了司法救助3万多
元。同时，他还拿出自己的办公经费，为村部购买了
电脑、空调等。

投资700多万元的安徽顺淮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办的
养猪场，刚开始，征地一时得不到解决，周围群众不
愿意建猪场，周明俊不厌其烦做群众工作，上门挨家
挨户宣传该猪场环境达标，还能就近优先安排本村村
民和贫困户就业，实行“一条龙”服务，村民也可以
自己在家养猪，公司负责销售，最后，猪场建好了，
10多个村民安排在养猪场上班。去年猪瘟，又养了一
季鸡，收入100多万元。

“公司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多亏了周队长，不
然效益不会这么好。下一步还要扩大规模，开发新产
品，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谈到公司发展，
养猪场负责人陈思军感触颇深，信心十足。

想村民之所想，急村民之所急。周明俊利用产业
扶贫工程，投入种植业10 . 55万元；利用集体收入7万
元、公路扩面延伸等双基建设工程，对村内李家圩、
大朱台、小朱台、徐台子的道路进行整修，解决了部

分村民的出入困难，实现了村民小组道路的硬
化。去年，该村危房改建25户，维

修 1 3户，解决了贫困户的住
房，改善了人居环境。

脱脱脱脱贫贫贫贫，，，，不不漏漏一一家家
—— 来来 自自 扶扶 贫贫 人人 的的 动动 人人 故故 事事

张张正正武武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徐徐有有亭亭 余余尚尚流流

陈孝军(右一)走访贫困户。

陈俊(左)为贫困户送养殖知识“明白纸”。

陈皓昕(左)与贫困户谈心。

本期策划：徐 缓 WXRB—xuhuan@163 .com 责任编辑：余尚流 945752768@qq.com

“ 每 天 早 上 8 点 ， 下 午 2 点
半，老汪准时给我打两个电话，汇报执法检查

工作情况。”分管霍山县太阳乡执法中队的乡人大廖家
武主席如是说。是的，去年下半年以来，当我们清晨起来打开

微信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便是“家住大别山汪正勤”发在太阳工作
群里的执法图片，有时是夜间执法的，有时是清晨执法的，很少间断。老

汪真可谓是太阳乡的“晨钟暮鼓”，他的这种执着深深打动着群里每一个人的
心，他的身影更时时出现在太阳人民群众的视线里，老兵丹心映照夕阳更红。

再过三个月，老汪就要退休了。在乡镇战线已经工作了几十年，却丝毫没有抹掉
他身为一名退役军人的坚定信念，若有“战”，召必回。

今年，乡执法队的两名老成员相继调走，老汪在就快要退休的年纪，拿起了这根“接力
棒”，成为乡执法队的主心骨。执法队的工作纷繁复杂，从排查环境卫生、整顿街道车辆违

规停放到宣传扶贫小额信贷清收政策、督促改水改厕，没有哪一项不需要费心费力。
眼下正是禁渔期，老汪和执法队的成员们每天忙于开展禁渔期专项行动，打击非法捕鱼，

收缴渔网。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乡内大大小小的河塘被他们跑了个遍。为了提高打击力
度，老汪他们常常在夜间开展突击检查行动，一个晚上能收缴5副渔网。

晚上8点，老汪开着执法车又出发了。“群众看到我们的执法车，有安全感。”累
了一整天，工作起来，老汪还是乐此不疲。为了有效协助“双提升”工作的开展，
老汪带着执法队，白天入户宣传，普及相关知识，晚上开着执法车在乡内巡

逻，协同派出所民警、司法所成员，维持街道秩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汪生在太阳，长在太阳，
奋斗在太阳，奉献在太阳。这位 1 983年退伍回乡的老

兵，在太阳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默默奋斗了近
四十个春秋。

老兵丹心夕阳红
汪 意

66月月1133日日，，霍霍邱邱县县石石店店镇镇宽宽店店村村脱脱贫贫户户王王红红琴琴在在给给家家里里
养养殖殖的的麻麻黄黄鸡鸡喂喂食食。。近近年年来来，，她她通通过过养养殖殖家家禽禽和和在在村村办办企企
业业务务工工全全年年收收入入55万万余余元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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