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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加强脱贫攻坚驻村
帮扶队伍建设,国网中江县供电公司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选派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
深入基层，驻村走户，为当地的脱贫攻坚奉献
电力人的力量。中江县供电公司有这样一位
被贫困群众称为“电力书记”的党员干部，把
脱贫任务当成“家务”，把贫困村民当成“家
人”，用心，用情，扎根基层，为中江打赢脱贫
攻坚战“锦上添花”。他就是中江县供电公司
驻村帮扶干部、担任 3个贫困村“第一书记”
的王强。

2018年，中江县供电公司全力落实驻村
帮扶工作责任，公司成立了总经理、党委书记
任组长的“五个一”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
由公司领导、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及供电所
员工共计 141名人员组成帮扶队伍，共计帮
扶 786名贫困户。驻村干部 5人，深扎农村开
启了电力帮扶拔穷根的工作，王强就是其中
之一。

5月 17日一大早，王强像往常一样前往
扶贫驻村点银宝村，当天的扶贫计划是去该
村走访贫困户，主要是进行“两不愁三保障”
排查工作。在路过该村一社彭祥顺家时，看到
他们家在打油菜籽，他二话没说，撸起袖子就
和彭祥顺一起一边打油菜籽，一边拉家常。

彭祥顺常对来村上的人说：“王书记三天
两头就到我们村来看一看，和我们一起煮饭
吃，打扫卫生，给我们宣讲扶贫政策，询问我
们有没有困难，帮我们检查电路、电器是否安
全，非常亲切，大家就像一家人。”

“王书记硬是守着我搬进了新居，监督我
安装好用电设备，确保了用电正常安全才离
开。”

“说实话，这些驻村干部真的贴心贴肝，
把我们当家人，把我们的事当做了自己的
事。”

王强驻点帮扶的中江县富兴汉卿村、
辉山村、银宝村的贫困村民们纷纷诉说着
他们的心声，他们都亲切的叫王强“电力书
记”。

针对村上的用电问题，王强及时向公司
反馈，争取最大支持，使三个贫困村开启了线
路升级改造，电压质量、供电可靠性大大提
升。截至目前，三个贫困村贫困人口生活用电

保障率达到100%。
“小王来了后办了不少实事，跑前跑后帮

我们村修公路、修线路，还定期组织电力员工
给我们检查电线、电路，确实帮我们解决了不
少难题。”每次提起这位“电力书记”，村民吴
奶奶就会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王强告诉记者，自己原来只是一个只懂
得电力设备、线路运行维护的部门管理人员，
接受公司派遣，成为“第一书记”后，认真学习
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脱
贫工作的重要指示，并熟练掌握了中江县脱
贫攻坚政策，了解如何能够帮助到贫困户，也
便于自己开展工作。目前，王强在学习一些种
植、养殖、土建等技术。他说：“知道一车河沙、
石头、砖要多少钱，才便于帮助贫困户进行建
房预算。支持贫困户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养
殖业、林果业，不仅能够带动贫困人口提高收
入水平，做得好的话也能帮助贫困户实现脱
贫致富的梦想。”

贫困村脱贫致富不仅要在硬件设施上
下工夫，更需要转变观念和掌握脱贫技能。
驻村的 10个月里，王强鼓励村民上夜校，还
请老师为村民讲解党的惠民政策、电力安全
常识和养殖技术等。记者看到，如今，三个贫
困村的面貌有了改善，村民们自发的开始寻
找致富产业，积极投身到生产劳动中。由于
有王强这样的一群帮扶干部的努力，中江县
供电公司精准扶贫工作才越来越深入，越来
越有成效。

村民荷包鼓起来了，村容村貌变了样，水泥
路通到家门口，家家住上了小洋楼，干群关系融
洽了……行走在宣汉县红岭镇高洞村，一股和
谐文明的清风扑面而来……

可谁也没有想到，以前的高洞村却是全镇出
名的“软弱村”——村两委工作乱作一团，人难找、
事难办、会难开，村民怨声载道、信访不断……

它的变化来自于县发改局选派的“第一书
记”祝德江。

制度管人 治好软弱“老病根”

“第一眼看到他，我就在心里嘀咕，机关工
作惯了的年轻人是否能适应和胜任村上的工
作。”老文书王显寿曾对这个新来的“祝书记”深
表怀疑。祝德江自己也深知，要让干部群众信
服，必须要打响自己到村上的“第一枪”，把自己
的想法表达出来，能力展现出来，才能得到干部
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于是，祝德江将这“第一枪”打在了全村党
员干部身上。他开始长住村上，在不断摸排清楚
村 情 之 后 ，大 胆 地 开 出 了 自 己 的 治 村“ 药
方”——用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上任以来，祝
德江制定了《高洞村村两委干部积分制管理奖
惩办法》，用积分量化村干部业绩，极大提升了
干部工作积极性；开展了“8小时内外干部作风
整治行动”，有效杜绝了“慵懒散浮拖”现象；建

立了村两委干部个人廉政档案，切实加强了对
村干部的廉洁监督。此外，祝德江还不断通过交
心谈心、共同劳动等多种方式帮助村党员干部
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经常组织村两委干部进行
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红脸出汗、咬耳扯袖，强
化他们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为民服务意识。
积极发展年轻党员，培养近8名村社干部后备力
量，确保村两委活力迸发、后继有人。

“我就是把规则制定好，从我自己做起，一
把尺子量到底，大家才能互相支持和配合。”经
不懈努力，高洞村两委逐渐营造出了“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干事氛围，村党组织也
成功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祝医生”的“方
子”初见成效。

道德监测 促进思想大转变

“高洞村作为一个合并大村，不是没有资
源，也不是没有劳动力，贫困的现状源于贫困的
思想，要让干部群众思想素质上有提升，才会行
动上有转变，高洞村发展才有希望。”祝德江暗
自思考着，要让村民在物质上脱贫，必先让他们
在精神上脱贫，摒弃“等、靠、要”的错误思想。

“2017年，全县上下正大力开展‘诚信·守法·
感恩’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把这个活动搞好
了，肯定能带来大家思想的大幅转变。”祝德江在
心里合计一番后，立即找到镇上宣传办老同志王

毓碧，在不断研究推敲活动规则后，结合村规民
约，创新推出了《村民道德检测评分细则》。

“大妈，我们按照《村民道德监测评分细则》
的相关规定，因你家院坝没打扫，应该扣0.5分，
其他都很好，实得 99.5分。”由村干部和村民代
表组成的“红袖章监测员”深入70岁村民廖开琼
的家里，对她家进行了现场打分。量化评分的公
平、公正、公开使全村人都信服，不但都支持工
作，也努力地为自己挣分。

“大家都很注重分值，注重脸面，分低了肯
定‘臊皮’哦，经过这个活动，我相信村民的思想
素质会有很大改观的。”祝德江信心满满。

2018年3月，高洞村的靳珍秀被表彰为全县
十大“诚信·守法·感恩”典型人物，起到了非常
大的正面带动效应，全村198户家庭被评为道德
模范户，挂上了大红灯笼。“我们就是通过这样
的一件件小事，潜移默化地让大家树立好风尚、
转变新思想，不断增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祝德江自信地说道。

产业扶贫 凿开致富康庄道

“在解决了思想素质、工作作风等问题后，
我认为是时候要找准一条符合村情实际的产业
发展路，带领大家齐心协力干一番了。”祝德江
望着广袤的农田陷入了无尽的思索。他知道，高
洞村作为一个合并“大村”，不缺劳力也不缺资

源，缺的是一个符合村情实际的支柱性产业。
祝德江怀揣着想法先后 3次跟随红岭镇党

委书记柳伟一道，到成都、简阳、重庆等地调研
考察产业发展，经过不断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想
法，探索路径，在反复商讨和科学比对后，最终
决定在全村发展九叶青花椒。

回来之后，祝德江采用“合作社+电商+农
户”的长效扶贫模式，实行统栽统管，积极鼓励
引导群众改变原有种植观念和方式，组织全村
老百姓，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和闲置土地，大刀
阔斧地发展青花椒。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向上争
取各类项目资金：新建、加宽村社道路7.9公里，
实现了全村 95%以上群众户户通硬化路；新建 7
处人饮工程，群众安全饮水得到保障；新建 2处
提灌站，农田灌溉问题也将得到根本解决；大力
推进村级阵地建设、聚居点建设，极大地解决了
高洞村群众的出行难、饮水难等问题，切实增强
了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和信心。“祝德江这小伙
子，真是能干得很，让高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现在干部群众都为他竖大拇指！”谈及祝
德江，72岁的高洞村四组组长邓朝江对他高度
评价，连连点赞。

2019 年，在第一书记祝德江和全村干部群
众的努力下，高洞村成功发展九叶青花椒300余
亩并初见成效，村民人均年预计增收2000余元，
全村如期顺利脱贫，真正实现了荒山坡变为“聚
宝盆”，从“软弱村”到幸福村的大转变。

“援凉”民警杨平波：

铁血禁毒 柔情扶贫
□ 陈依文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黄晓庆

2018 年 1 月 3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对
禁毒工作的重要部署，以及省委加强凉山州禁
毒防艾工作的重要决定，四川省公安厅从省厅
机关刑侦、治安等 6个警种部门和全省 18个市
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奔赴凉山州开展脱贫攻
坚、禁毒防艾工作。

一年多来，他们铁血禁毒、柔情扶贫，克服
困难、主动适应、迅速融入、忠诚担当，为推动
凉山禁毒和脱贫攻坚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受到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人民群众的一致好
评。南充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援凉”民警杨平波
便是其中之一。

深度
纵横推进西昌禁毒工作良性开展

1963年出生的杨平波今年56岁。
2018年，他作为南充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

委主动请缨参加凉山禁毒扶贫攻坚战，挂职西
昌市禁毒办副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杨平波深知：要想打赢禁毒战，决不能“盲
人摸象”，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

到任第一件事，杨平波就深入到西昌全市
46个乡镇办事处，展开禁毒工作大调研。

2018年 2月初，凉山地区气温突然从 20多
度降至零下几度，西昌出现罕见寒潮降温，市内
雪花飘零，山区大雪纷飞。尽管天寒地冻，杨平
波到基层听真话、查实情从未间断。

他，顶风冒雨驱车前往安哈镇现场踏勘、调
研，协调解决禁毒社戒社康示范点建设等。

他，不怕遥远，拄着拐棍到田间地里找村干
部，宣讲国家禁毒工作的重大意义，宣讲毒品给
人们带来的危害。

他，多方协调将司法调解空着的办公室用于
社戒社康办公室，又主动承担起培训教学任务，
为村里培养了3名社区戒毒康复指导工作人员。

2018年 3月，安哈镇社戒社康工作站建成
并正式投入使用。同年底，安哈镇禁毒社戒社康
示范点，因管理有序、吸毒人员重点管控有效，
被评为西昌市社戒社康示范点。

同时，一年多来，为促进凉山禁毒脱贫工作
多点开花，杨平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
的实战工作经历，深入昭觉三岔河乡，远赴西华
师范大学，到党校为党政干部讲禁毒课，把西昌
市各个乡镇办事处工作与公安禁毒工作紧密结
合，建立了更加良好的党政主抓、公安专业主打
的协作机制，让禁毒工作走上良性开展道路。

硬度
铁血斩毒魔毫不手软

越是硬仗，越向前。
2018年 1月上旬，刚到西昌“援凉”的杨平

波就迎来一场硬仗：一伙凉山籍人员与缅甸犯
罪分子相互勾结，从境外运输毒品海洛因到成
都等地销售，上级下达了打掉这个贩毒团伙的
指令。

杨平波毛遂自荐请求出战执行任务。经过
长达半年多的艰苦奋战，多警种、跨地区通力协
作，杨平波带领的专案组掌握了该团伙的所有
犯罪线索。7月22日，收网行动在西昌、成都、遂
宁、云南四地悄然打响，专案组民警在G56高速
保山服务区将送货人李某、高某、罗某抓获，当
场缴获毒品海洛因 66块。与此同时，遂宁行动
小组将老板赵某全、赵某洪兄弟等四人抓获；成
都行动小组将分销商西昌人勒某某曲等二人抓
获，至此，全案共抓获嫌疑人11名、缴获毒品海
洛因净重23.33公斤、扣押涉案车辆5辆以及涉
案证据物品一批。

一年多来，杨平波主动适应、迅速融入、忠
诚担当，带领援凉警队，全力推进西昌公安禁毒
社会化、缉毒执法、堵源截流、破案攻坚、重点整
治和专项打击行动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收
缴大量毒品……

温度
全力助吸毒回归人员脱贫致富

奔赴凉山，除了禁毒防艾工作，帮助吸毒人
员回归社会、脱贫致富也是杨平波的一大工作
任务。为此，杨平波尽其所能，不懈努力。

一次，杨平波在下乡调研工作中发现，吸毒
人员胡某某因多次吸毒进戒毒所，两个孩子无
人看管。他把这一情况记录下来后及时向当地
党委和政府反映，很快将其纳入贫困户予以低
保补助。胡某某从康复中心回来后已经戒断毒
瘾，通过劳动脱贫奔康。

吸毒人员邱某某，在杨平波耐心细致的思
想工作下，及时醒悟彻底戒毒，并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帮助下，通过发放的种猪、鸡苗、经济苗木
等发展产业辛勤劳作，走上了致富之路。

据了解，工作中，杨平波结合当地禁毒工作
的特点，持续推进吸毒人员戒毒、就业培训等工
作，促进他们回归社会、劳动脱贫。通过康复中心

“阳光工程”，为他们进行叉车工、电焊工、酒店服
务培训，使他们能有一技之长。经过杨平波多次
登门协调，德谊金属制品厂、南京麒麟特种门窗
厂、瑞泽服务公司在康复中心办企业，提供技能
培训和工作岗位，普通工月收入1300元左右、技
工2400元左右，高级技工最高接近5000元。

“援凉”一年多来，因工作成绩突出，杨平波
得到驻地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人民群众
的一致好评，受到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厅长叶寒冰等领导的肯定表扬。他被省公安厅
表彰为“援凉”民警先进个人，被凉山州公安局
表彰为“援警之星”，所带的南充援警队被评为
凉山禁毒“明星援警队”。2018年7月，杨平波被
西昌学院聘为禁毒教育客座教授。

李卓颖：

在红军走过的地方
当一名优秀帮扶队员
□ 兰国才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庄媛

2018年 4月，彭州市同黑水县签订了全域
互联结对帮扶协议，彭州市20个镇（街道）及有
关部门和黑水县17个乡镇及有关部门，分别结
成友好对子，建立互联结对帮扶关系。同年 6
月，彭州市龙门山镇纪检干部李卓颖响应组织
号召，来到了美丽的黑水县沙石多乡昌德村开
展驻村工作。

初来乍到，对于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李卓
颖来说既新鲜又陌生，生活上的困难在组织的
帮助下尚且可以克服，然而对于缺乏民族地区
驻村工作经验的他来说，如何打开工作局面，成
了困扰他的最大难题。

怎么办？李卓颖和他的队友们立足实际，通
过走访了解到昌德村存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
且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决定开展昌德村留守
儿童暑期辅导班，他自己也客串起了一名老师
的角色。

贫困户泽郎格西大叔的小女儿斯门头，是
一个很胆怯的小女孩，平时头上总是戴着一顶
帽子，和她说话时总是很害羞。李卓颖在暑期
辅导班上，发现斯门头的作文书写非常规范清
秀，文理也比较通顺，而且学习很用功。于是，
李卓颖就有意经常鼓励她，让她在班上念自己
的作文，培养她的信心，在辅导班结束组织的
才艺表演大赛上，一向害羞胆怯的斯门头主动
报名演讲《理想点亮人生》，当天，斯门头穿上
了漂亮的藏装，在所有人面前演讲，虽然还有
些紧张，但她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这让李卓
颖觉得，为这个暑假班的所有努力和付出都是
值得的。

李卓颖和工作队的同事们的付出得到了村
民们的认同，从当初见面只是礼节性招呼，到后
来亲切地称他们为李老师、顶老师、王老师，一
次称呼的改变，正是他们赢得群众信任的开始。

昌德雪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雪山之一。昌
德村在黑水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红色
旅游，然而存在粗放式发展的短板。如何让红色
旅游成为昌德名片？驻村工作队结合各地发展
经验，从丰富红军菜品、提升红色昌德住宿标
准、普及村民接待知识等方面，多次对全村从事
住宿接待的农户开展了进村入户的走访指导。

村民泽尔丁和老婆是两名留守老人，儿女
都在外打工，要他们自己按照住宿标准打造很
困难。客房卫生、一次性洗漱用品、整体的环境、
基本日用品……怎么办？李卓颖和他的队友们
手把手教两位老人整理房间，一件一件列出需
要的物品，还帮老人装了两套被褥……通过半
个月的努力，终于让泽尔丁家达到了标准接待
的要求。通过标准化打造，增加了村上游客的接
待量，村集体收入比上年提高了一倍多。

在平时的驻村工作中，李卓颖和他的队友
们还通过农民夜校、村民大会等平台，积极向村
民进行政策解读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等宣讲，并
走村进户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大力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期间，李卓颖积极联系原单位彭州市
龙门山镇制定结对帮扶方案，建立了农产品销
售基地，购买了昌德村一万余元的农副产品，协
调两地干部人才教育培训，建立转移就业平台
等，把帮扶工作做好做实。

“我选择了这里，成为了脱贫攻坚时代浪潮
中的一颗小水滴，这里有我的热血和汗水；我选
择了这里，选择了为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奉献
青春，这里有我的喜悦和理想。”李卓颖表示，在
对口帮扶工作中，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
黑水打赢脱贫攻坚硬仗奋勇向前。

“软弱村”来了个“祝医生”
记宣汉县红岭镇高洞村“第一书记”祝德江

□ 龚志龙 张睿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王晓英

王强：把贫困村民当家人的“电力书记”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刘蓉 文/图

和贫困户一起做饭的王强

王强帮贫困户打油菜

工作中的王强

王强和同事走访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