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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同志哥！夜打
灯笼访贫农……”这首《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出了红土地
上一道特殊风景。

80多年前，这首从兴国传唱开来的山歌，没有华美词藻，朴素得如同道家常，
却是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真实写照。

张富强很小就熟稔这首歌，但因为年少，对其深意懵然不知。后来，他成为一
名基层干部，逐渐有了领悟。再后来，他以“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作队干
部身份驻村，他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歌词中描述的场景。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
后，开篇之作便是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

张富强想，这下，老百姓生活有了盼头，自己工作有了方向，一股子劲头也有
地方使了。

忙碌的日子就此开始，他所在枫林村的美丽蜕变也由此拉开序幕。
3 年时光，不短不长。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这片荒芜之地曾经的模

样。而现在，无论是建筑规划还是配套设施，亦或是产业发展，都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样板工程。

张富强说，这个过程于他而言亦是历练。他增长了本领，学会了担当。
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负担轻了、收入高了、生活富了，但干群关系却疏远

了。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持之以恒转作风、正风气。赣州在“三送”工作中
找到了破解作风难题的答案。

《若干意见》 出台后，赣州以“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作为抓手，
让 10 万名党员干部下基层，直接服务群众，人人都有“联系户”，户户都有
“服务员”。

修公路、建新房、抓项目、搞产业，“三送”工作从简单的“送钱送
物”，转变为抓项目，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办实事。从零敲碎打解决
特殊困难，到集中、常态化解决民情诉求。

有人给驻龙南县武当镇的“三送”干部赖观路帮村民办的“小事”做
统计：3年多来，他帮村民办身份证5个；办残疾证12个，其中办成功8
个；帮30多户村民领取了砖、水泥优惠证及果业证。

采访时，赖观路多次表示：“如果可以，我愿意搞一辈子‘三送’工作，
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和农民兄弟在一起，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过去干部下乡‘动嘴’，现在干部下乡‘动手’，风气大变样。看到
干部群众亲如一家，心里感觉特别温暖、骄傲。”龙南“三送”干部赖裕
文在民情日记中写到。

同吃一桌饭、同坐一条凳、同住一间屋，干部与群众熟络如邻里，
干部帮群众跑腿办事如家人，群众对干部信任夸奖如亲人。

理想信念，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原动力，是干部能力革命、作
风革新的思想基础。

在全面推进干部下基层“三送”工作基础上，赣州狠抓干
部队伍“治庸、治懒、治散”，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启动
“永远热爱党、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

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主题，市委中心组召开“三严三实”专题学习
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
进，为谱写中国梦的赣州篇章而不懈奋斗。

3年来，赣南百万群众清明祭奠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每年举行，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如同一座座不朽的精
神丰碑，成为激励赣南人民推进振兴发展、建设美好
家园的强大动力。2013年以来，共有288万余人到革
命烈士纪念馆 （堂） 现场祭奠，6404.1 万余人次参
与网上祭奠，赣南苏区干部群众更加坚定了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赣州市在干部队伍中持续开展“治庸、治
懒、治散”活动，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
率、以治散正风气。对查摆出的干部作风问
题，建立整治工作台账，责任到人，销号整
改。干部逐渐形成了“埋头苦干、善于创
新、大胆负责、敢于碰硬、服务群众、造福
于民”的作风。

振兴发展，锻造了干部作风，干部作
风转变也助推了振兴发展的纵深推进。这
也正是赣州蝶变的动力源泉。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3周年，
是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征程中的一个重要
节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有了“三
年大变样”奠定的坚实基础，未来，
中国梦的赣州篇章必将更加绚丽夺
目，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道路必将更加宽阔，实现让老区
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生活的目标指
日可期。

夏至刚过，赣南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草木葱茏，瓜果满枝。行走于这片红土

圣地的城镇乡村，能感受到另一种热度：那
是感恩奋进、时不我待的干事创业激情；是
昂扬奋发、自信进取的实践体验，是笑靥如
花、幸福满足的真情流露。这种热度，持续
升腾，催生出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变。

赣州综合保税区监管服务大楼，今年元
月启动建设，全区上下加班加点、倒排工
期，每四五天就建起一层，不到5个月，这幢
11 层大楼保质保量顺利落成，目前已进入最
后内部装修阶段，为综合保税区7月底封关运
行赢得宝贵时间。

赣州进境木材监管区，在相关部门通力
协作和全力推动下，仅用3个月时间就于今年
1 月建成并投入运营，实现进境木材全直通，
赣州由此跨入全新内陆口岸时代。

先天残疾、家庭贫困，让宁都县对坊乡
18岁青年廖竹生一度丧失生活信心。去年10
月，依托县里兴建的电商产业园，廖竹生参
加了免费电商培训班，在电商产业园开起一
家网店，每月可赚近3000元。有了一份自己
的事业，廖竹生每天都乐呵呵。

一场山体滑坡，使于都县沙心乡红光村
的袁石原失去了家中4位至亲，成为孤儿的他
住进了叔叔家里。从此，房子问题就成了他

心中隐痛。得益于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和移
民搬迁政策，去年初，袁石原全家搬出偏僻
山村，住进县城的移民安置区，还有一份稳
当的职业。袁石原“住进牢固房子”的梦想
终于成真。

从城市到乡村、从政风到民风、从物质基
础到精神风貌，化茧成蝶、脱胎换骨的巨变在
不断发生，呈现出恢宏的“赣州气象”。

这变化，源自3年前《国务院关于支持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出台实施。3年来，《若干意见》政策效
应不断释放：从201 1 年至201 4年，全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由 1336 亿 元 增 加 到
1843.59亿元，财政总收入由180.32亿
元增加到328.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16058 元增加到 22935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684元增加到6946元。

红土蝶变，今朝更美！追寻
振兴发展“三年大变样”的轨
迹，重访3年前国家部委调
研组走过的地方，抽象
的时间概念顿时变
得清晰生动。

经过数十年的风雨，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村小组的17棵青松依然苍劲。
对胡冬娣来说，这17棵青松是和公公华质彬烈士一样的革命先烈守护家乡、守护亲

人的象征，更是今天迎来美好生活的见证。
6月20日，端午节。胡冬娣带着全家来到公公华质彬种的“信念树”下，燃香向公公报喜：

“公公，看见我们家的新屋了吗？两层呢，又宽敞又亮堂。我加入了合作社，养鸡每年也能赚不
少。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了……”危旧土坯房改造前，胡冬娣一家三代人住在30平方米的破旧
土坯房里，靠着低保和几亩薄田过日子。胡冬娣生活的变迁，是赣南三年巨变的一个缩影。

从华屋驾车行驶约18公里，来到泽覃乡光辉村半山园小组，村民杨小琴也有很多幸福事
——有钱医病了，住上新房了。满脸笑意的她至今还记得三年前难忘的那一天。

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率领国家部委联合调研组综合一组来到杨小琴家，得知她家
庭困难，负担不了治病费用，几度想放弃治疗尿毒症。为这个因病返穷的家庭感到震惊的杜鹰
不仅主动慷慨解囊，还鼓励杨小琴坚定信心，战胜疾病。

调研组的到来，改变了杨小琴的命运，也改变了900多万赣南老区人民的命运。
马不停蹄、昼夜兼程，亲历赣南乡村落后面貌的调研组成员无不为赣南动容：“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贡献、存在特殊困难，应给予特殊扶持。”
面对老区现状，面对老表期盼，掌握丰富、一手资料的调研组成员把让赣南老区与全国同步实

现全面小康的使命扛在肩上，密切关注、鼎力支持。
在这之后，仅过两个月，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

意见》正式出台。这是以“国发”文件出台的第17个区域发展政策，把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与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比肩齐重。

国策良方，恩泽赣南。赣南大地，干群激昂，百姓欢腾。事实上，在文件落地之前，如何向中央反
映赣南落后现状、争取国家特殊支持，对赣南领导干部来说着实是一场考验。当时的赣南，在新中国成
立 60多年、改革开放 30余年后，竟然还有近 10万烈士遗孀、后代不仅没有解决温饱，还未得到应有抚
恤。如何如实向中央反映赣南发展的现状、问题与矛盾，考验赣州当政者的责任与担当。

“贫困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贫困落后现状遮掩躲避、熟视无睹！”赣州市委主要领导的话掷地有
声，诉实情、求发展迅速成为全市上下共识。

为了把情况摸得更准，2010年12月，市委组织2万多名干部下基层，开展“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
作。“三送干部”用灵活生动方式，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深入浅出宣传政策，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了
解实情，解决难题，从住房、饮水、就医，到就学、低保、抚恤，就像当年苏区干部一样，“什么事情都想到了。”
在广泛深入调查基础上，深化对市情认识之后，市委作出了“欠发达、后发展”的基本判断，形成了《赣南苏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如实、详尽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本地实情，并期待国家扶持。

没过多久，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
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关注，他在报告上立即作出重要批示：“如何进一步帮助
和支持赣南苏区发展，使这里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使苏区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
生活，应当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随后，凝聚众志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一份文件，催生赣南巨变。结合赣南实际，
文件量身定做了整体性、系统化特殊扶持政策，涵盖了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开放创新等各个方面。一些政策甚至突破常规，支持力度空前。

下雨天，不再是柯坤森的噩梦。
宁都县年过七旬的革命烈属柯坤森，3年前还与妻子住在一

间牛栏改建的土坯房里，40年风雨飘摇。他们住的这个叫楂源的
村子，47户 201名村民，清一色都住在年代久远、阴暗潮湿的土
坯房里，家家户户土灶台、木板床，村子里有自行车的人家也只
有6户。

搬出土坯房，住进新楼房，一直是柯坤森和村民们共同的
梦。2012年7月底，赣州全面启动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近日走进
楂源，只见柯坤森和其他村民一样，建起了一栋二层半的“小洋
楼”。

笑容，正在小山村幸福地绽放。和宁都县一样，如今赣南大地
正孕育着、实现着安居梦、富裕梦、和谐梦、秀美梦。这一切，共
同交织成赣南的振兴梦。

这些梦之所以令人向往、深感幸福，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工作，
目标明确、落实精准，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一切努力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老区人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解决的难题，成为发展的首要大事。
小文丽的梦，曾深深刺痛国家部委调研组员的心。
3年前，文丽12岁，是班上最勤奋好学的孩子。她没有想到自己

生在一个叫做读书坑的地方，想要读书却是这么艰难：家里没有电，
没有书桌，她在昏暗的烛光中预习、复习；家里离学校很远，每到星
期一早上 6时，她就要起床步行去学校，在那寂静的大山里，陪伴她
的只有路旁野鸟的声声孤鸣。

有人问，你有什么愿望？孩子的天真令人动容：我希望人有翅
膀，飞上天空，就不用走这么长的路，一下子就能飞到学校里。

当时在宁都，像文丽这样自带饭菜上学的学生有3.45万名，占全县
学生总数的30％，全县仍有46所农村小学的896名学生还在睡地铺。

三年后的今天，一栋栋标准化建设的校舍拔地而起，这片土地上随
处可见的真实笑容，充满着感染力。目前，全市69.52万户、近300万农
民告别危旧土坯房，278.4万农村人口喝上干净卫生的放心水，近300万
人结束“电灯像萤火虫”的苦恼生活。

“改善民生，既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不同场合，赣州市委主要领导不止一次强调。

高层推动，以上率下。赣州市财政连续3年向民生工程倾斜，为民生
改善提供了强大支撑，全市各级干部纷纷奔赴基层一线“送政策、送温
暖、送服务”。“三送”这一精准抓手，成为民生改善的重要力量。

火燃村14个村民小组，446户人家，共1840人，“三送”干部刘湘能
喊出多数村民的小名。他和“三送”队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带动60
多户农民增收致富。原本闭塞落后的章贡区沙石镇火燃村，一跃成为全市
农业产业生态化、现代化的标兵。

顺民意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新时期，赣南各级干部用实际
行动将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关怀送至千家万户，3年来，“三送”干部为
群众办实事好事 79.13万件。感恩图报的客家儿女，在感受幸福的行程中，
传唱着领航者的故事——感恩党中央、感恩习总书记！永远热爱党、永远
跟党走！

红土蝶变催生红土蝶变催生““赣州气象赣州气象””
杨晓安 杨怿华 刘姗伊 谢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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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赣南三年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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