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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毛迎

10 月 16 日，河南省脱贫攻坚奖表彰
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郑州举行，我
省 60 名脱贫攻坚战线的先进个人获得
河南省脱贫攻坚奖。

其中，襄城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
任冀亚伟获得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创新
奖。冀亚伟坚持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创
新工作方法，有力地推动了襄城县脱贫
攻坚工作的进程。

组建帮扶工作专班，
建立“询问”机制

山头店镇上秦村、湛北乡七里店村、
紫云镇雷洞村、麦岭镇李悦庄村……襄
城县的 428个村，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二，都会举行一场由县级领导主持、贫困
户提意见、扶贫干部解答、群众代表说了
算的特殊大会——议贫会。因为贫困在
何处、症结在哪里、因何而贫、怎么脱贫，
群众最清楚。

议贫会上，群众一个一个地问，领
导们一个一个地答。通过议贫会，领导
们向群众说清了党的扶贫政策、村里的
帮扶措施、贫困户的标准，消除了群众
的误解、不快，激发了贫困户的干劲儿，
打 通 了 服 务 和 联 系 群 众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冀亚伟提出的成立帮扶工作专班，
召开询问会、议贫会，“接老人回家”，兜
底 保 障 等 工 作 措 施 多 次 受 到《河 南 日
报》《工人日报》等媒体关注。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尽锐出战、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的工作要求，冀亚伟提出
在原有帮扶机制不变、人员不减、工作节

奏不慢的基础上，15 个乡镇以扶贫办为
基础，每个乡镇成立不少于 10 人的帮扶
工作专班；从 87 个县直部门抽调 296 名
业务骨干，成立 98 个帮扶工作专班。专
班的工作人员脱离本单位日常工作，全
职负责本单位分包村的脱贫攻坚工作。

为 破 解 责 任 压 不 紧 、压 不 实 的 难
题，冀亚伟提出建立“询问”机制：每周
二为扶贫日，分包乡镇的 31 名县级领导
采取集中询问的形式，以乡镇为单位，
对村级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驻村第一
书记、帮扶责任人、村“两委”干部进行
询问。“询问”机制增强了帮扶干部的责
任心，提升了帮扶工作的效率。

探索多元扶贫模式，
强化兜底保障

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人口，基本
上处于“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境况。
单纯依靠他们，无法使其顺利脱贫，必
须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解决
他们的基本生计问题。

对“三无”（无生产能力、无自理能
力、无自主脱贫能力）人员，冀亚伟提出
分别采取居家兜底、集中兜底、特殊助养
兜底三种工作方式。对居家兜底，按照

“一协议二说明三监督”的要求，加强监
管，确保质量。对集中兜底，因人施策，
采取乡镇敬老院、村（居）联养点、县人民
医院康养中心集中供养三种模式，满足
被兜底群众的各种需求。对特殊助养兜
底，精准定位兜底人员范围，确保应兜尽
兜。目前，襄城县通过居家兜底、集中兜
底、特殊助养兜底三种方式，已全部实现
兜底。其中，居家兜底 444 人，集中兜底
185人，特殊助养兜底 115人，集中供养率

达到 40.32%。

以身作则，
诠释使命和担当

自 2017 年 3 月担任襄城县扶贫办党
组书记、主任至今，冀亚伟带领全体干
部职工迎难而上，连续三年高质量完成
年度减贫任务，全县贫困发生率从建档
立卡之初的 4.55%下降至 0.19%，群众满
意度在 98%以上。2018 年，冀亚伟被评
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工作期间，冀亚伟坚持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先做
到。脱贫攻坚集中整改期间，他连续奋
战 100 多天。脱贫攻坚决战月期间，他

不顾血糖持续升高、突发眼疾，坚持白
天上班，晚上简单治疗，从来没有请过
一天假。

2018 年，全市脱贫攻坚中期评估期
间 ，冀 亚 伟 的 儿 子 参 加 高 考 、父 亲 患
病。他没有陪同，仅仅挤出两个小时探
望了病房中的父亲，然后含泪回到工作
岗位。在冀亚伟这种公而忘私精神的
影响下，襄城县扶贫办在 2019 年度全县

“夺红旗争标兵”竞赛中被评为“红旗单
位”，受到各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2020 年 是 脱 贫 攻 坚 决 战 决 胜 之
年，我将以更饱满的工作热情、更踏实
的工作作风，在脱贫攻坚战线上继续奋
斗！”冀亚伟说。

□ 记者毛迎

在 10 月 16 日召开的河南省脱贫攻
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鄢
陵县大马镇任营社区居民聂建民获得河
南省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聂 建 民 出 生 于 1980 年 。 这 个“80
后”身上有怎样的故事？他因何获得河
南省脱贫攻坚奖奋进奖？10 月 18 日，记
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背负沉重压力，生活陷入困境
10 月 18 日上午，太阳从薄雾中探出

头。聂建民在自家的地里除草。“最近阴
雨天多，地里的草长起来了，要抓紧时间
清理，不然会影响苗木生长……”他一边
忙碌一边说。

四年前的聂建民与现在判若两人。
2016 年 11 月，聂建民的父亲因脑血管破
裂 导 致 瘫 痪 ，他 的 母 亲 长 期 患 有 眩 晕
症 。 为 给 父 亲 治 病 ，聂 建 民 背 上 了 债
务。照顾两位老人、抚养两个孩子，沉重
的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怎
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

2017 年，聂建民家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最困难的时候，帮扶责任人
帮我爸申请了残疾补贴，县残联给我爸

送来轮椅，我的孩子上学有补贴，每年给
我家分红 2500 元……”聂建民细数他家
享受到的精准扶贫政策，连连感叹党的
好政策帮他家解了燃眉之急。

依托花木产业，实干摆脱贫困
鄢陵县是中国花木之乡，任营社区

打造了千亩红叶石楠基地，地连地、棚连
棚，很多人靠种植红叶石楠过上了富足
的生活。

“成为贫困户不是啥光荣的事儿，我
还年轻，有干劲儿。别人靠种苗木发家
致富，我也能做到！脱贫奔小康，不能
等、靠、要，必须下大力气苦干、实干。”聂
建民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儿。

2017 年，聂建民准备扩种苗木时没
钱购买种苗。大马镇任营社区脱贫攻坚
责任组组长王晓亮和任营社区党支部书
记周好平陪着他在苗木市场寻找合作对
象，希望有人把种苗赊给他，他把苗木卖
掉后还款。找了十几家商户后，终于有
一家同意了，但是要求扶贫干部担保。
万一聂建民还不上货款，扶贫干部得帮
他还。王晓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如果
他还不了钱，我替他还。”

扶贫干部的满腔热情让聂建民深受
感动。把种苗拉回家后，聂建民告诉自

己“一定要争口气”。“我起早贪黑地干，
每天回家的时候，村子里的婶子、大娘已
经吃过晚饭，跳起了广场舞。”聂建民说。

想增加收入，必须扩大种植规模。
缺少资金，扶贫干部从金融机构协调来
小额扶贫贷款；不懂技术，农技人员手把
手地教聂建民；没有销路，县、镇、社区各
级干部千方百计帮他找销路……聂建民
的事业越做越大：2017 年，扩种 3 亩红叶
石楠，收入近 4 万元；2018 年，种植面积
扩大到 6 亩，收入 8 万元，当年 10 月，聂
建民主动申请脱贫摘帽。

致富不忘党恩，先富带动后富
今年，聂建民进一步扩大了种植面

积，种植的苗木增加到 10 多种。“目前，
我家种植的海桐、小叶黄杨、大叶黄杨、
红花檵木等苗木已经销售一空，只剩下
红叶石楠、金森女贞、金叶复叶槭三个品
种的苗木。”聂建民说。今年，受疫情影
响，苗木销售情况不像往年那样平稳。

他不仅销售自家地里的 30 万株苗木，而
且帮助其他居民销售五六十万株苗木。

聂建民成了远近闻名的脱贫之星。
富裕后他积极帮助村里的贫困户。需要
有人帮忙移栽苗木、装车时，他总会叫上
家庭困难的人，让他们通过务工增加收
入。最繁忙的时候有 60 多人在聂建民
的苗圃基地务工。2019 年，他的劳务成
本为四五万元。

为了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聂
建 民 积 极 加 入“ 大 马 镇 脱 贫 之 星 宣 讲
团”，和其他脱贫之星一起在全镇开展集
中宣讲活动，用鲜活的事例教育贫困群
众，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

10 月 16 日，聂建民参加了在郑州举
行的河南省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
事迹报告会，并上台接受表彰。“听了别
人的先进事迹，我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
勤劳致富、带领更多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的信心。”聂建民黝黑的脸上露出了自信
的笑容。

鄢陵花农

聂建民：获得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襄城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冀亚伟：获得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10月 16日，河南省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郑州举行

脱贫攻坚，许昌俩人受表彰

冀亚伟（左二）到贫困户家里走访调研。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