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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巧玲，身高158厘米、体重80

斤的90后小姑娘，霍山县东西溪乡
扶贫工作站站长，人如其名，小巧
玲珑，百姓亲切地称她为“小个子
站长”。

大学毕业后的余巧玲，抱着一
定要为建设家乡作贡献的信念，回
到了深爱的这片土地，成为一名大

学生村官。她真诚并迫切地以一名
建设者的身份把青春的汗水洒在深
爱的大山里。从东溪村党总支书记
助理到东溪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再
到 东 西 溪 乡 党 政 办 科 员 、 妇 联主
席、团委书记到现在的扶贫工作站
站长，余巧玲一路走来，在田间地
头的历练摔打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在沉下心为群众做实事的日积月累
中锤炼了坚韧品格。

东西溪乡地处大别山腹地，
山高路陡、交通闭塞，于

是随之而来的农村空心

化、就医困难、销售困难、开发滞
后，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都是走出
大山。2014年，东西溪乡有3064名
贫 困 人 口 ， 贫 困 发 生 率 高 达
26 . 6%。几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余
巧玲对农村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真正深入了解贫困，还是从加入
扶贫战线开始。2016年，余巧玲主
动请缨,加入东西溪乡扶贫移民工作
站。从全面了解东西溪乡贫困户的
致贫 原 因 并制订 精 准 帮 扶 措 施 开
始，解决特殊贫困户反馈的复杂问
题，余巧玲找准脱贫攻坚战场上的
短板难点，带领扶贫工作站和各村
专 干 认 真执行 落 实 扶 贫 政 策 。 很
快，余巧玲从一个扶贫新手变成了
行家里手。

余巧玲与帮扶的4户贫困户，也
在常年累月的走访中建立了深厚的
友 谊 。 余 巧 玲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王 全
青，第一次见面他站在门口，身材
清瘦，面容整齐干净，眼神透着悲
凉，挽着裤腿，看到余巧玲来了一
时显得局促，家里虽然旧但却收拾
得很干净。

王全青的父母都有精神疾病，
自理困难，爷爷过早离世，是奶奶
一人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在他
36岁那年，母亲患上癌症，用光所
有积蓄后母亲去世，随后第二年，
9 0多岁的奶奶身患重病，与世长
辞，随后第二年，相依为命的父亲
突患重病，撒手人寰。只留下他和
几间土房。为亲人治病导致的负债
累累，破碎了他对未来的梦想和生
活的希望。

扶贫先扶志，余巧玲意识到，
王全青虽贫穷但并不懒惰，帮助他
的突破口就是先帮他树立信心，重
拾希望。于是，帮助王全青精准制
订 帮 扶 措 施 ， 鼓 励 他重新 振 作 起
来，记录他的近期思想成了余巧玲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一次次的走
访中，她和王全青终于慢慢建立起
信任。宣传扶贫政策时，他从最初
的排斥到后来的认真听到现在的慢
慢提出询问。在余巧玲的引导和鼓
励下，他对家中的6亩茶园和5亩竹
园 进 行 了 精 细 化 管 理 ， 茶 季 收 入
5 0 0 0多元。东溪村盛产芝麻、花
生、黄豆等油料作物，于是余巧玲
帮助他申请了扶贫产业贷款2万元，
鼓励他和另一贫困户合伙开办农作
物 炼 油 厂 ， 产 业 发 展 渐 渐 有 了 眉
目，他对生活燃起了希望。通过申

请危房改造，他人生中第一次住进
了亮堂堂的新房。

人穷志不穷，2018年，王全青
年纯收入达到10000元，顺利实现了
脱贫。腰杆子硬起来，办法就多了
起来。去年，40多年从未出过远门
的王全青主动找到余巧玲说，他要
去杭州务工，家中有了新房就算是
有 了 根 ， 现 在 要 出 去 闯 荡 努 力 挣
钱，把日子和和美美地过下去。没
有手艺，他就在工地边做水泥工边
学手艺，月收入5000多元。时至今
日，王全青一直保持着和余巧玲互
通微信，余巧玲也早把他当成老大
哥，时刻鼓励他争取更好的生活。

扶志更扶智。为打好脱贫攻坚
战，切实改变乡村贫困面貌，东西
溪乡积极探索“文化扶贫、绿色减
贫、乡村振兴”文旅结合的新发展
思路，深度挖掘红色三线历史，利
用 三 线 军 工 文 化 ， 打 造 “ 印 象 三
线”文旅之路，中国·月亮湾作家村
项目应运而生。余巧玲有幸作为扶
贫干部和专职解说员的身份一直参
与作家村项目。通过合理规划，作
家村累计设置了56个公益性岗位，
让贫困户实现人均增收2000元。每
年年底常态化举办扶贫年货节，贫
困户的土特产品得到更多的销售渠
道，实现直接增收。在作家村旅游
扶贫超市中设置土特产品柜台，常
年收购贫困户的土特产品，并招收
贫困户进行产品包装，从激发贫困
户内生动力、帮助销售产品、增设
就 业 岗 位 等 多 维 度 实 现 贫 困 户 增
收。同时，灵活运用扶贫资金，乡
里4个重点贫困村投入192万元扶贫
资金，2019年3个非重点贫困村投入
95万元扶贫资金，按资金入股的形
式投入到印象三线旅游服务管理有
限公司,获得8%的分红收益，直接增
加了各村集体经济收入，2020年全
乡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在15万元以
上。

如今的东西溪乡，基础设施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齐全，七个村特
色产业齐头并进，今年拟实现先行
标准下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青春
由 磨 砺 而 出 彩 ， 人 生 因 奋 斗 而 升
华。余巧玲先后荣获优秀村干部、
县三八红旗手、县优秀团干部、最
美扶贫干部、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她将继续在大山里书写青春
画卷，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初心如
一，不负青春，不负乡亲。

“三子”是我一个帮扶对
象的外号，大名苏正龙，叶集
区洪集镇会馆村一名贫困
户。46岁的他，看上去已有
50多岁，个头不高，稍显瘦
弱，布满岁月沧桑的脸上目
光始终坚毅，言谈中透着倔
强。脱贫道路上，他自励自
强，勇担责任，撑起了家庭一
片天。

变故·困境

三子全家5口人，父亲、
母亲、妻子、儿子和他自己。
2013年以前，三子和妻子在
上海务工，收入还算可以，家
庭生活并不困难。但2013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
了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秩
序。他原本能干的妻子返乡
后 突 然 罹 患重疾 ( 精 神 二
级)，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
还会不时做些出格举动。这
让远在上海的三子措手不
及，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计，不
停地带领妻子远赴六安、合
肥、南京等地寻医问诊。不
久，其父亲也被查出患上癌症。为给父
亲和妻子治病，三子家的积蓄很快便被
花完。三子就把家中在村里预定的集体
开发房屋退了，拿回了订金 10万元。但
这笔费用也很快就被花光了，三子又向
亲戚朋友借钱为父亲和妻子治病。那时
候，三子不能外出务工，家里失去了经
济来源，儿子还在上学，家庭生活顿时
陷入困境，压得三子喘不过气来。不久，
三子家便债台高筑。但三子并没有气馁
和放弃，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治好妻
子和父亲的病，这个家才是完整的。一
年后，经多方治疗，在三子的精心照料
下，妻子虽然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思考、
工作，但生活可以自理了，不再需要三
子全天候在家陪侍着。其父亲的病情也
得到有效遏制，没再恶化，精神状态也
恢复了往常。

救助·保障

在三子家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党
和政府及时伸出了援手。2014年，三子
家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三子的父母与
他分户并单独居住，经过包保人员的争
取和协调，被纳入贫困范围，居家从事
蛋鸡养殖。现在，三子家精准享受国家

脱贫攻坚系列救助政策：家
庭签约医生等医疗救助缓解
了就医压力；危房改造政策
让渗漏的住房得到了加固修
缮；享受了一次性产业奖补、
村集体收益分红、2类低保、
残补、残护等。同时，政府还
为其家庭成员购买了医疗保
险，为其父母购买了养老保
险、银龄安康保险等。一系列
的精准帮扶政策，让三子的
家庭日常生活有了基本保
障。

自强·脱贫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家庭
变故，三子迷惘过、痛苦过，
但他并没有气馁，他坚信只
要他不垮，这个家就还会有
希望。

妻子病情稳定后，镇上
一家公益性企业接纳了她，
工资按件计酬，并且不对其
工作时间、工作成效做出硬
性规定。三子盖了鸡舍，父母
可以在家养殖蛋鸡。家庭产
业养殖可以获得财政奖补资

金，售卖鸡和鸡蛋的钱又能增加家庭收
入。三子利用家里的水田进行稻虾养
殖。农闲时节，他还能接点室内墙面涂
料粉刷工程，每月获得300元居家就业
补贴。近家活不多，他就联系以前的工
友，带着工具到六安、合肥、上海做工，
收入增加不少。

经过几年的打拼，三子还完了家里
的欠账。2018年底，三子家正式脱贫，政
府为其颁发了脱贫光荣证。

担当·希望

2018年，三子把初中毕业的儿子送
到了军营，让其在军营中接受锻炼。他
说，儿子在部队2020年预提指挥士官培
训中取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已经正
式成为一名指挥士官。

今年6月、7月，洪集镇先后两次遭
遇水灾，三子家先后两次进水。家人安
全转移后，家里的物品和牲口都没来得
及转移，鸡淹死了，虾被冲跑，家中的粮
食、衣服、家具全都浸水了。受灾严重，
三子很无奈，但他仍用朴实的话语告诉
我：“只要人还在，这些都能挣回来。有
那么多好的政策，还有你们常来帮俺
们，我也还能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90后”站长，

用用青青春春书书写写奋奋斗斗
本报记者 宋金婷 实习生 杨兴兰

夏至后，气温飙升，走进舒城
县干汊河镇绕山村龙虾养殖基地，
连片的稻田和虾塘相互交织，虽然
脸上满是汗水，田间忙碌的群众心
里却浸润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干汊河镇绕山村党支
部在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驻村扶
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通过扶贫项目
投入近70万元，成立安城专业合作
社，采取“专业合作社+贫困户+村
集体联动发展”模式，建成集特色
龙虾、有机稻种植等为一体的500亩
稻虾共作扶贫产业基地，使集体每年

可增收6万元，也给10多户在基地就业
的贫困户每年创收8万元，同时带动周

围更多贫困户发展龙虾养殖，走上脱贫致
富的道路。

其实，不止绕山村，近年来，舒城县
干汊河镇紧紧围绕抓党建促脱贫的发展思
路，着力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脱贫致富中
的引领作用，创建“党建+合作社”的发展
模式，按下脱贫攻坚“快进键”。

变“输血扶贫”为“造血扶贫”。干
汊河镇建立起合作社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经营主体”
的形式，通过连片种植、土地流转、入股
分红等形式，多渠道多形式增加群众收入
和村集体收入。共产党员、安徽谷瑞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思年采取“合作社+

贫困户+经营主体”的形式，投资5 7 0万
元，其中获得宣州区结对帮扶项目资金280

万元支持，在朝阳等村建立280亩黄姜种植
基地，实施黄姜品种选育、生产基地建
设、产品加工研发等，亩产达到2 5 0 0公
斤，亩收入达一万多元，直接带动16户贫
困户就业实现年增收17 . 6万元，人均年增
收1 . 1万元，实现资产收益分红带动10个非
贫困村123户贫困户年增收14 . 8万元。

目前，干汊河镇共培育47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61个家庭农场，培育市级7家、县
级8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落实92家经营
主体带动贫困户756户，通过入园劳动、土
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使贫困户
直接增收270多万元，带动700多户贫困户
通过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位于靠山村的优质桃种植基地，依托
安徽董郎农业有限公司发展1200亩优质水
蜜桃种植业，解决当地贫困人口20多人就
业增收，年人均增收约5000元。位于洪宕
等村的阳光雨露生态园扶贫产业示范基
地，租赁洪宕等村土地1000亩，建立阳光
雨露生态园，种植优质葡萄、草莓等水
果，创办集种植、采摘、观光等为一体的
农家乐基地，直接带动350名贫困人口就
业，并通过贫困户土地租赁、就业和入股
分红带动当地200户贫困家庭实现脱贫目
标。

干汊河镇还着力培育、扶持一批在科
技种养、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党员能人，
努力发挥党员联系群众、党员带动群众、
党员助推脱贫攻坚的作用。

时 评
在扶贫的路上，脚

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
沉淀多少真情。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青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无论是90后的扶贫站长还是努
力生活的贫困户，不同人有着不同的
奋斗故事,却有着同样的执着,同样的干
劲 ,亮晶晶的眸子 ,闪耀耀的梦想 ,心有所
信，方能行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

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的过程中,有一股青春的力量
带着朝气蓬勃的精神,倾情投入到脱贫攻坚第一
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年轻人践行初心使命的青
春之歌。脱贫攻坚,关键在于人。许许多多努力
奋斗的扶贫干部穿行在田间地头和村舍农户,与
贫困群众商议脱贫之计,奔忙在施工现场和扶贫
车间,与建设者、生产者并肩劳作,用年轻的身
影书写最美的青春故事。同样，亦有许多贫困
群众在政府的帮助之下，自励自强，勇担责
任，踏实脚印、洒下汗水，撑起了家庭一片天,
为建设家乡尽己之力。其实，在这个火热的
年代,每个努力奋斗的人都是时代的主角。俗
话说得好,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只要肯

努力,勤奋斗,无论干什么,无论在哪里,都能成为事业发展的一方
大舞台,幸福的生活永远都是奋斗出来的。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
锋号已经吹响……站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中国即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盛景举世瞩目。你会觉得,有幸生在这个
朝气蓬勃的新时代 ,有幸生活在这片创业创新的热
土,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而不是旁观者。也许你
并没有意识到 ,平凡的自己正是创造这伟大
时代的主角,只要我们把握机遇、敢闯敢
干,勤劳方能致富,沃土定能生金。

编者按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千百年来困扰

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在各

地扶贫一线，扶贫人扎根贫困乡村，发挥才智，因地

制宜，摸索扶贫经验；而脱贫人亦在磨砺中坚韧前

行，扎实成长。他们的故事，平凡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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