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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筛粉、上瓢、捶打，红薯淀粉拉出

条，绵绵入锅，香味飘起。几分钟后，粉条煮

熟、抄出，湿淋淋一甩，平铺一案板。生产队

队长刘丰安抹了抹鼻尖的汗，“村里办手工

作坊，俺跟着赚钱。”

辛安镇刘庄，曾是河南舞阳县的穷村。

2013 年，全村 315 户 1262 人，139 户 562 人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整村脱贫后，仍有

5 户 10 人未脱贫。刘丰安家是其中之一。因

儿子患病，手术耗费巨大，全家一直挣扎在

贫困线上。自从参加村里的合作社，刘丰安

每年拿到工资 3 万元、4 亩土地流转费 3200
元 、每 亩 地 年 分 红 200 至 300 元 ，终 于 摆 脱

贫困。

刘 丰 安 的 幸 福 生 活 ，得 益 于 刘 庄 的 嬗

变 。 村 办 产 业 从 无 到 有 ，集 体 经 济 由 负 转

正，人均年收入由 2000 多元增至 1.5 万多元

……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贫困村为何有这么

大变化？

支部结对帮，扶起好产业

2017 年 11 月，漯河市水利局干部吴洪良

被派往刘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上任前，

他仔细做了“功课”：“全村 1739 亩地，1600 亩

入股合作社，参与‘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

式，发展大有可为。”可到了村里，他发现种

植结构调整正遇上难题。

“土地整合在一起，1100 亩种传统小麦和

玉米，500 亩培育树苗。好年景只有微利，差

年份可能赔钱。”村支书张士兴说。原来，为

了鼓励村民创业、外出就业，村里倡导以土地

入股，每年每亩保底分红 800 元。这一价格超

过当时土地流转行情两倍，风险不小。

吴 洪 良 探 地 头 、问 专 家 ，提 出 建 议 ：

“发 展 大 棚 蔬 菜 ，可 以 提 高 亩 均 收 益 ，抵 御

市场风险。”张士兴则另有担心，“投资大，

浇水难。”

“先做示范，再求规模，同时争取上级支

持。”吴洪良利用上级给驻村第一书记的 20
万元帮扶资金，先建起 2000 平方米全日光

大棚。

种菜没水不行。但地里没有深井，打井

要花 30 多万元，从哪儿找？吴洪良想到自己

的工作单位。

“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

单位的支持。”漯河市水利局副局长杨宏申

说，每个季度，局党组会专题研究脱贫帮扶；

每个月，分管领导至少到帮扶村两次，实地

调研，解决问题。

吴 洪 良 递 上 报 告 ，很 快 得 到 局 党 组 支

持。市水利局决定，协调资金 32 万元，为村

里新打一眼 120 米深井；安装水泵、50 吨无塔

供水设备、200 千瓦变压器，铺设 1200 多米节

水灌溉管网。设施建成后，一个人就可以轻

松浇上百亩地。刘庄村一下子增加了 40 多

个蔬菜大棚。

产业兴旺了，刘庄村又谋划发展乡村旅

游。“村边有一条荒沟，如果能开挖疏浚，蓄

水扬波，该多好？”吴洪良盘算着。他向市县

两级水利部门争取资金 120 万元，修建 2 处溢

流坎、2 座溢流堰、1 座节制闸，为村里引来干

渠活水；争取 10 万元经费，疏通河道，整治荒

沟。“等通了水，春天水边有梨花，夏天水里

有荷花，肯定美得很。”

精准帮，长期帮。2015 年以来，漯河市水

利局协调各类资金 360 万元，全力帮扶刘庄

村。“双结对，双帮扶”，市水利局机关党支部和

刘庄村党支部结对，其他 8 个党支部和村里 9
个贫困户结对，形成一套常态化帮扶机制。

“每月 10 日是‘主题党日’，水利局全体

党员分批到村里，打扫卫生、美化庭院、慰问

老人，尽力而为，能帮尽帮。”杨宏申说。72

岁的村民刘清选没有子女，靠理发手艺挣点

零花钱。水利局党员干部捐款为他买了一

张全自动理发转椅。刘清选高兴得合不拢

嘴 ，主 动 为 村 里 老 人 免 费 理 发 ，“大 伙 儿 帮

我，我也要回报大家。”

干部驻村帮，带出好作风

说 起 驻 村 ，吴 洪 良 眼 眶 一 红 。 2011 年

底，他第一次驻村，一待 3 年。2017 年，刚要

完二胎，孩子不满月，他又扛起背包，驻进了

刘庄。

“难得回家，闺女都认不出我。”吴洪良

说，“去年父亲母亲先后住院，都没能在病床

前尽孝。”父亲生病时，适逢疫情来袭，大棚

蔬 菜 滞 销 。 吴 洪 良 开 着 自 己 的 车 ，拉 满 蔬

菜，跑到漯河市各社区门口，挨个推销。一

天晚上，吴洪良卖完菜，骑电动车返回，躲避

货 车 时 不 小 心 摔 倒 ，断 了 4 根 肋 骨 、1 根 锁

骨。住院不到 20 天，他缠着绷带回村，又忙

活起来。

帮扶干部做示范，村里党员抢着干。张

士兴把自家价值 120 万元的建材厂，无偿捐

给集体。企业按“2∶2∶1”分配模式，2/5 的利

润 为 村 民 分 红 ，2/5 用 于 扩 大 规 模 ，剩 下 的

1/5 归村集体，带动 60 多人就业，月均增收

3000 元 。 张 士 兴 妻 子 恼 他“ 不 事 先 吭 一

声”，生了好几个月的气。

村 里 开 作 坊 ，种 红 薯 、土 豆 、芹 菜 、洋

葱。张士兴不仅身体力行干在前，而且干一

样钻一样。做红薯粉条，钻研技术，张士兴

冲在前面。关键是冷冻环节，冻得太快，粉

条容易发白。怎么掌握火候？张士兴反复

琢磨，先冷藏到 0 摄氏度，适应 2 小时，再下

调到零下 1 摄氏度。接着再下调到零下 3 摄

氏 度、零 下 7 摄 氏 度 ，直 到 零 下 20 摄 氏 度 。

这样的粉条颜色正，存得久，不易坏。

合 作 社 与 村 民 约 定 ，所 得 收 入 在 分 配

时，村民分红占四成，再生产投入占四成，剩

下两成归村集体。“事关群众利益的事，一点

都不能马虎。”张士兴说。

一次，村里雇工种土豆，要求切掉种块

上的芽眼，保持垄距 70 厘米、株距 20 厘米。

张士兴上午布置完，下午来察看，发现部分

芽眼没切，有的垄距狭窄，只有 40 厘米，有的

株距变宽，达到 30 厘米。他要求严格按照操

作规范，重新返工，“这是按订单生产，稍微

降低标准，就会影响产量、收入。”

干部冲在前，村民干劲足

“要想富，地里开个‘杂货铺’。”村里发

展红薯粉条，源于张士兴的新想法：红薯产

量高，不用大棚也能种，“做手工粉条，每亩

收入能翻 4 倍”。

试种一亩，不算成功，打出 400 多斤粉条。

按每斤 18 元计算，挣 7200 元。张士兴既高兴

又担忧：“大规模种，亩产要达到 6000斤，打 600
多斤粉条，没有好品种，根本做不到。”

经介绍，张士兴联系河南省农科院，想

购买 5000 斤红薯“原种”。“咱们连夜去，争取

争取。”晚上 10 点，舞阳县人民医院驻村帮扶

干部胡广永点火开车，拉上张士兴就往郑州

赶。早上 5 点多，两人匆匆起床，去找农科院

的技术员。见对方这么早就到门口等着，技

术员深受感动，决定陪着到 20 多公里外的红

薯基地，精挑细选红薯苗。

“第一年种 100 多亩，年产红薯粉条 5 万

斤，每斤 18 元，收入达到 40 多万元。”张士兴

大笑。

做红薯粉条，怎么让群众参与？吴洪良

建议，干部带头，组织大家外出学习。30 多

名党员、村民代表前往陕西，到一个以小吃

闻名的村庄，现场吃，当面问，晚上开会谈感

受、订计划。“眼界宽了，心思活了，异口同声

要求回家干。”

很快，村里成立手工作坊，村民自愿入股，

干劲十足。有的跟随师傅学习红薯粉条制作；

有的传承老手艺做起小磨香油；有的参加石磨

面粉作坊学起电商销售……张士兴看在眼里，

信心更足了：“人人有活干，人人都赚钱。”

帮扶有力，党员出力，激发了群众的内

生动力。8 年前，刘庄村集体有 5 万多元的外

债，如今集体经济收入连续两年超过 50 万

元，还被评为了“全国文明村”。

“支部‘扶’支部，党员心连贫困户。只

有支部强起来、党员动起来，才能扶着贫困

户‘跑起来’、富起来，脱贫成效才可持续，乡

村振兴才有内生力。”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吕娜说。

帮扶帮出内生动力，河南漯河市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

干群心连心 摘掉穷帽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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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读 到《共 产 党 宣 言》，是 小 时 候 在 爷 爷 家

的 旧 书 架 上 。 后 来 在 大 学 成 为 一 名 预 备 党 员 后 ，在

寒 假 又 看 到 它 ，将 那 本 小 册 子 读 完 。 感 觉 精 神 为 之

一 振 ，多 年 后 的 今 天 ，那 一 刻 的 感 觉 仍 记 忆 犹 新 。 当

年 陈 望 道 先 生 翻 译《共 产 党 宣 言》时 ，工 作 忘 我 ，竟 然

蘸 着 墨 汁 吃 白 米 粽 ，还 直 呼“ 甜 ”。 也 正 因 为 这 种 无

以 言 喻 的 精 神 之 甘 、信 仰 之 甜 ，无 数 革 命 先 烈 才 抛 头

颅、洒热血，为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今年是我入党的第十个年头，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

要把坚如磐石的信仰，化为始终奋斗的劲头，在担当作

为、干事创业中践行初心使命。

把信仰化为奋斗劲头
杨 毅

改 革 开 放 让 经 济 社 会 活 力 迸 发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我 也 走 南 闯 北 做 花 木 生 意 有 了 自 己 的 事 业 。 1994 年

我光荣入党，心里想着的是怎么带领乡亲们一起过上

好 日 子 。 1997 年 ，我 回 村 担 任 村 支 书 ，跟 村 民 一 起 发

展花木产业，到山里育种，在田间劳作，请来省城的农

技专家，破解兰花栽培难题。后来我们成立了农业合

作 社 党 支 部 ，将 兰 花 卖 到 了 全 国 各 地 。 2020 年 ，村 民

人 均 收 入 超 过 了 10 万 元 。 看 着 乡 亲 们 的 生 活 越 来 越

红火，我非常自豪当初自己的决定。

党员就要大力发扬党的好传统，带着群众一起干

事 ，只 要 心 往 一 处 想 、劲 往 一 处 使 ，最 终 都 能 过 上 好

日子。

大力发扬党的好传统
刘建明

上 小 学 时 ，学 校 组 织 我 们 观 看 电 影《焦 裕 禄》，焦

裕 禄 身 上 亲 民 爱 民 的 作 风 和 无 私 奉 献 的 精 神 给 年 少

的我带来深深的震撼。大学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家

乡 ，成 为 一 名 人 民 警 察 ，并 且 光 荣 地 入 了 党 。 在 远 离

县城的乡镇派出所工作的 4 年里，我走遍了辖区所有

村屯，了解村民的困难需求，化解邻里纠纷、协调部门

为孤寡老人办低保、帮助村民找到走失的毛驴……一

件 件 小 事 ，换 来 了 群 众 的 认 可 和 赞 扬 ，我 内 心 也 充 满

成就感。

焦 裕 禄 常 说 ，共 产 党 员 应 该 在 群 众 最 困 难 的 时

候 ，出 现 在 群 众 的 面 前 。 作 为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就 要 时

刻 站 稳 人 民 立 场 。 我 将 时 刻 以 先 进 典 型 为 镜 ，常 常

检 视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行 为 ，努 力 在 为 民 服 务 解 难 题 中

实现人生价值。

在为民服务中实现价值
田 佳

“护士，请问一下，我有这个卡，可以不排

队吗？”2020 年 11 月中旬，七旬老人陈祖钦来

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看病，在 B 超检

测处，看见前面排着长队。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他掏出了社区给 70 岁以上老人办的“绿色

就诊卡”。护士在电脑上一查，立刻回复：“可

以的。老人家，请跟我来。”

这张“绿色就诊卡”，就是武汉市第三医

院光谷院区党组织下沉洪山区关山街逸景华

庭社区的成果之一。“我们将下沉单位联络员

吸收进‘社区大党委’，定期共同协商服务项

目。社区提出‘需求清单’，下沉单位提出‘资

源清单’，协商产生‘共建项目清单’。社区老

人多，提出便捷就医需求后，第三医院党组织

立刻响应，解决了这一难题。”该社区党委书

记邹密说。

疫 情 防 控 中 ，武 汉 启 动 在 职 党 员 下 沉

社 区 工 作 ，4.45 万 名 党 员 干 部 紧 急 支 援 社

区 ，筑 牢 疫 情 防 控 的 铜 墙 铁 壁 。 疫 情 防 控

转 入 常 态 化 以 后 ，武 汉 市 继 续 推 进 党 员 干

部 下 沉 社 区 。 2020 年 8 月 起 ，全 市 14.9 万

名 在 职 党 员 到 社 区“ 报 到 ”，1793 个 机 关 企

事业单位党组织全覆盖对口联系全市 1428
个 社 区 ，为 提 升 社 区 治 理 水 平 注 入 了 强 大

力量。

如何整合各类组织、各方力量、各种资

源 常 态 化 融 入 社 区 ？ 武 汉 市 委 组 织 部 要

求，不仅党员要就近下沉，而且机关企事业

单 位 党 组 织 要 有 组 织 地 下 沉 ，结 对 包 保 。

在 单 位 包 社 区 的 基 础 上 ，还 实 现 了 党 支 部

包小区。目前市区两级 8831 个党支部采取

“ 一 对 一 ”“ 多 对 一 ”的 形 式 ，全 覆 盖 联 系 包

保 6381 个 小 区（片 区）。 下 沉 工 作 成 效 ，由

社区来打分，组织部门来考评，让下沉单位

不敢有丝毫马虎。

“好多我们社区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协调开发商将机动车停车位改为电动车

停车位问题，临时增加一批户外休闲椅等问

题，提交给下沉单位武汉市检察院后，一下子

迎刃而解了。”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和居社区

书记桂小妹说。

为推动多个“外来”单位的多套人马融入

社区，武汉市组建“社区大党委”，定期举办党

建联席会议，实现了人的融合、工作的对接。

下沉社区常态化以来，全市 1909 名下沉单位

联络员被吸纳为“社区大党委”委员，领办共

办社区重大事项、重点工作、重要问题 11346
个。从“送岗到小区”，到调处化解纠纷，从修

剪花草树枝，到维修门禁系统等，一些过去单

靠社区难以解决的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都

得到了彻底解决。

武汉市出台《武汉市居住地社区报到党

员 日 常 管 理 办 法（试 行）》，推 行“ 认 岗 、认

事 、认 亲 ”服 务 模 式 。 同 时 还 在“ 武 汉 微 邻

里 ”平 台 专 门 开 发 了 党 员 报 到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下 沉 党 员 在 社 区 服 务 后 ，可 以 现 场 扫

“活动码”生成服务纪实，上传成功后，社区

实 行“一 事 一 评 ”，按“很 好 ”“好 ”“较 好 ”加

权计分。

“推动党员常态化下沉需要一定约束机

制，我们采取一月一通报方式，将服务时长少

的党员通报给所在单位。”江岸区委组织部副

部长高超说。几个月下来，全市下沉党员已

有 80%以上完成了 12 小时的服务任务，更多

党 员 感 受 到 了 服 务 的 价 值 ，自 发“ 超 时 ”服

务。当居民家中起火“冒烟”时，当电梯故障

停摆时，当暴雨洪灾来袭时，下沉党员都能第

一时间来到群众身边，成为一股优化社区治

理的强大力量。

湖北武汉 14.9万名党员常态化下沉社区——

解决实际问题 服务社区群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豆豆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泰盐铺的外墙外突

非常严重，存在坍塌危险。”宁波市奉化区文保所获悉问

题 后 ，直 接 启 动“五 小 一 跑 ”工 作 清 单 机 制 ，在 规 定 的 装

饰 公 司 名 录 库 中 选 择 ，集 体 研 究 确 定 ，并 报 纪 检 部 门 备

案。“五小”即小单位决策、小资金使用、小物资采购、小

项目实施、小干部管理 5 类基层权力事项，“一跑”即“最

多跑一次”基层服务事项。

“ 基 层 站 所 单 位 小 ，群 众 不 熟 悉 、不 关 心 ，各 类 监 督

主 体 也 易 忽 视 ；有 些 专 业 化 的 单 位 ，‘ 门 外 汉 ’很 难 精 准

监督‘内行人’。”说起制定清单的缘由，奉化区纪委监委

相 关 负 责 人 坦 言 ，就 是 要 从 小 处 着 手 ，破 解 一 些 基 层 单

位 民 主 决 策 机 制 不 够 健 全 、财 务 管 理 不 够 规 范 、权 力 运

行不够透明等问题。

各单位根据不同职责，对“五小一跑”工作清单进行

细 化 。 如 奉 化 区 文 保 所 将 单 位 权 限 细 化 为 专 项 经 费 使

用、文物保护点维修申请、文物征集等 34 项权力；萧王庙

广 电 站 将 清 单 细 化 为 8 个 部 分 49 条 ，涉 及 窗 口 服 务 、配

套费收取、岗位廉正考核等。清单中的每项权责还配备

了办理主体、方式、时限等内容的运行流程图，做到一事

一 流 程 ，便 于 工 作 人 员“ 看 图 做 事 ”、办 事 群 众“ 照 图 办

事”、监督机构“按图监督”。

如 今 ，“ 五 小 一 跑 ”工 作 清 单 机 制 已 覆 盖 全 区 622 个

基 层 单 位 。 大 到 集 体 决 策 程 序 、资 金 支 出 ，小 到 出 具 一

张 证 明 、医 院 挂 个 号 等 ，都 跟“计 算 机 程 序 ”一 样 拥 有 了

规范运行的模式。该区还“配套”推出“四责同问”制度，

对违反“五小一跑”相关规定的问题，同步问责涉事干部

直接责任、单位领导的“第一责任”、班子成员的“一岗双

责 ”、纪 检 监 察 干 部 的 监 督 责 任 ，两 年 来 已 问 责 单 位“一

把手”3 名、分管领导 16 名、专职纪检监察干部 2 名，进一

步增强了监督的有效性和威慑力。

浙江宁波市奉化区——

厘清“小”清单

管 好 公 权 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祥夫

■党员论坛R
向党说句心里话

近期，本栏目将围绕“学党史，继承好传统”这一话题

刊发文章，欢迎党员来稿。

投稿邮箱：rmrbdylt@126.com

②②

①①

■深度关注R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③

③③

图①：种薯获得丰收。

图②：村干部与合作社成员查看红

薯长势。

图③：刘庄村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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