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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孙学涛 通讯员 葛鹏菲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
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
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在脱贫攻坚
战 收 官 之 年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是 咋 干
的？带着这个问题，近日，记者走访
了禹州市的几个村。

李书记让村里大变样
年纪轻轻被村民喊“老李”

“你是不是上级派来的驻村第一
书记？我们要向你反映问题……”4
月 30 日，谈及驻村之初的情形，禹州
市鸿畅镇东高村驻村第一书记李丹
记忆犹新。

2017 年 11 月，在许昌市委编办工
作的李丹被选派到东高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东高村此前几年内已更
换多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没有党支部
书记。李丹到任第二天一大早，村部
大院里就聚集了几十名群众。

当时，东高村是省定贫困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群众上访不断，
村容差，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落后村。

李丹先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配
齐村“两委”班子，扩建、整修村部，然
后带领村干部及群众规划村内道路，
安装路牌，填平坑塘，腾退破院漏屋，
并修建了一个文化广场和 2个游园，彻
底解决了该村“脏、乱、差”的问题。

他 多 方 筹 划 ，努 力 发 展 集 体 经
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东高村原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144 户 603 人，现已脱
贫 139 户 596 人，一举摘掉了贫困村的
帽子。如今，东高村成了全市观摩学
习的先进典型村，先后获得“产业发
展红旗村”“信访稳定红旗村”“文明
村”“美丽乡村”等称号。最初，村民
喊李丹“李书记”；现在，不满 34 岁的
李丹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李”。

“村里还有 5 户 7 人未脱贫。”“老
李”扳着指头说，他们通过发展养殖
业，能够实现 3 户 5 人脱贫；通过政策
兜底保障和其他帮扶措施，能够实现
2 户 2 人脱贫。通过以上措施，这 5 户
7 人年收入预计都在 5000 元以上，将
实现高质量脱贫。

让贫困户“一枝独放”
让全村人“花开满园”

“ 真 是 太 感 谢 秦 书 记 了 ！”5 月 6
日，一见到禹州市鸠山镇赵沟村驻村
第一书记秦廷辽，贫困户赵奇就说。

2018 年 7 月 16 日，在“五大战区
神垕古镇开发项目组”工作的秦廷辽
接到了赵沟村驻村第一书记的任命。

初到该村时，秦廷辽了解到，赵
奇的儿媳妇仝倩文智力低下，受老思
想影响，一直不愿办理残疾人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与村干部商
议后，决定开车拉着赵奇到仝倩文的娘
家做思想工作。秦廷辽将相关政策向
仝倩文的娘家人进行了讲解。最终，仝
倩文在禹州市中心医院进行了相关鉴

定，办理了残疾人证，每月享受到120元
的残疾补助。此外，秦廷辽还帮赵奇办
理了低保，使他每月享受到 200元低保
金。一个月多了 320元收入，对这个贫
困家庭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满园花开才是春。为了带领全村
人致富奔小康，秦廷辽从建强基层党
组织入手，带领全体党员学习有关政
策，推动“一编三定”工作开展，实施党
员积分量化管理，深入开展入户走访
活动，收集民情民意，鼓励党员干部建
言献策，找寻好的发展思路。

近 两 年 来 ，他 先 后 谋 划 修 建 了
3500 米的出村道路，解决了群众出行
难问题；通过上级农田水利灌溉扶贫
项目打了一眼深水井，解决了群众吃
水难问题；利用驻村第一书记专项扶
贫资金安装了 40 盏路灯，解决了夜间
照明问题；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和环
境整治突击队，改善了村容环境；引
进艾草加工项目，成立禹州市大艾科
技生物有限公司，使集体经济收入每
年不低于 5 万元，带动贫困户 9 户 12
人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赵沟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9
户 452人，目前还剩 3户 6人未脱贫。

“在确保各项帮扶政策严格落实
到位的前提下，2 人已通过政策宣传
入住镇幸福院，1 人通过政策宣传也
将入住镇幸福院；有劳动能力的 1 人
准备到艾草种植合作社务工；剩余的
2 人，其子女已签订赡养协议。”秦廷
辽算完账说，这未脱贫的 3 户 6 人年收
入均超过 5000 元。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借助赵沟村煤矿沉陷区安置政
策，早日帮助 222户群众住上新建的房
子，迈入小康大门。”秦廷辽说。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女汉子”思路清晰办法多

“ 你 一 个 女 同 志 来 驻 村 ，怕 不

怕？”禹州市梁北镇苏沟村驻村第一
书记赵继征一上任，隔三岔五就有人
这样问。

“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从农村走
出去的闺女，回来为群众办点儿事，
感觉很自豪！”赵继征总是这样回答。

赵继征在许昌市委巡察办工作，
今年 3 月 13 日成为苏沟村驻村第一书
记。性格直爽的赵继征，短短一个月
时间就和群众打成一片。

她针对该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情
况，借助驻村以来第一个“周二扶贫宣
传日”，以“亮身份、做表率、树形象”为
主题，给该村党员干部上了一节生动
的党课，理顺了气儿、鼓足了劲儿、点
明了事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
基础。她积极协调帮扶企业到该村开
展献爱心活动，为 6 户困难群众送去
米、面、油等物品；为有饲养经验的赵
家欣送去 3 只山羊羔，帮助其脱贫致
富。她组织该村党员干部到附近发展
较好的村参观学习，借鉴发展思路和
经验做法……

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赵继
征信心满满：“村里原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12 户 24 人，目前还剩 2 户 5 人未
脱贫。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脱贫
计划：一组的赵家欣，在妈妈务工月
收入 1500 元的基础上发展饲养业；二
组的胡意德，根据所学专业找一份稳
定的工作，实现就业脱贫。这 2 户均
能够高质量按时完成脱贫任务。”

“目前，最关键的一件事是按照
许昌市委‘创五好、强双基’示范行动
的要求，从抓‘头雁’、带班子做起，培
育壮大党员队伍。”赵继征说，她打算
将该村精干有为的年轻人吸纳入党
员队伍，培养村“两委”后备队伍，进
一步提高村党支部的战斗力；同时，
围绕“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
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四项
基本职责任务，壮大集体经济，带好
班子，凝聚合力、激发活力，为该村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年纪轻轻被村民喊“老李”，破解老思想，抓“头雁”

脱贫攻坚战收官年
这仨驻村第一书记有故事

李丹（右）和村民一起栽种果树。 记者孙学涛 摄

种好软籽石榴
生态收益双赢

本报讯（记者 代玺 通讯员 付晓
娜）“这片荒地经过统一整治，种上了
石榴树，不仅环境变美了，而且我们能
从承包的石榴树上赚钱！”5 月 3 日，在
襄城县颍桥回族镇南街村的种植基地
里，村民李克仁的脸上乐开了花。

过去，南街村以种植传统农作物
为主，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部分烤烟
种植大户，但整体人居环境没有得到
改善。近年来，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推
进乡村振兴，颍桥回族镇下大力气对
西街村、北街村、南街村进行治理。

今年春耕时节，颍桥回族镇政府
免费为南街村等治理点提供直径 3.5
厘米、高 2 米的软籽石榴树苗，由村干
部负责安排种植，对坑塘、廊道进行改
造、绿化。该镇将树苗承包给贫困户
或农户管护，最终收益由承包人享受。

“今年，我们村种植软籽石榴树
10 多亩，助力贫困户脱贫、农户增收
和集体经济发展。”南街村党支部委员
张国盈告诉记者。

18个传统项目
申报省级“非遗”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通讯员 杨
新涛）5 月 7 日，记者从市文广旅局获
悉，我市 18 个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正申报第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

我市推荐申报的 18 个“非遗”代
表性项目中，传统技艺项目有 12 个，
为扒村瓷烧制技艺、禹州粉条制作技
艺、禹州十三碗制作技艺、九天阿胶制
作技艺、许昌传统豆腐制作技艺、巢础
制作技艺、鄢陵吊（高）炉烧饼制作技
艺、欧营铜器制作技艺、蚕丝绒球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丈地特色羊肉汤制作
技艺、丈地沙家清香牛肉制作技艺、张
氏古法手工制香技艺；

传统美术项目有 1 个，为许昌张
氏传统根艺；

传统医药项目有1个，为李氏正骨；
传统戏剧项目有 2 个，为豫剧、曲

剧；
民间文学项目有1个，为彭祖传说；
民俗项目有 1 个，为鄢陵陈化店

茶饮习俗。
据悉，目前，我市已有 29 个项目

被列入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温情”税务稽查
助力企业暖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铮 通讯员 董广
伟）日前，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围绕

“减税费 优服务 助复产 促发展”这一
主题，组织业务骨干深入重点企业进
行税收优惠政策专题宣传。截至 4 月
底，其已对企业进行“一对一”服务指
导 11 次，为企业解决涉税问题 50 余
个，受到纳税人的广泛好评。

“税务稽查是税务管理的最后一
道防线，是国家税收制度有效执行的
重要保障，在打击偷逃骗税、虚开虚
抵，保障国家税收安全时是冰冷的，但
是在帮助企业规范财务管理、防范涉
税风险时是柔和、温暖的。”市税务局
第二稽查局负责人说，“我们将充分发
挥稽查职能，为企业‘恢复元气’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以来，该局从“收入型”“打击
型”稽查向“治理型”稽查转变，与企业
就涉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使企业在
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加速复
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