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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脱贫攻坚 贡献检察力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

都不能掉队。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
和部署，立足检察工作实际，找准着力点和切入点，用足用好
用活各项扶贫政策，全力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在主动服从、服务脱贫攻坚工作大局中，我市检察机关派
驻至农村的检察干警勇于担当、忠诚履职，充分发挥自身熟悉
政策、视野开阔的优势，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身体力
行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成为精准扶贫的“先锋队”。

本期《检察视点》，记者走近许昌市人民检察院驻建安区
张潘镇铁炉村“第一书记”秦继超、襄城县人民检察院驻范湖

乡大白村脱贫工作责任组组长耿喜锋，聆听他们讲述脱贫攻
坚中的那些事。

过往，他们一心一意扎根农村，串千户、察民情、听民声、
摸实情、找穷因、定富策，在脱贫攻坚中彰显着检察担当。今
后，他们将继续发挥“头雁”作用，为群众办更多看得见、摸得
着的好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更大检察力量。

11 月 12日，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中）到扶贫联系点——禹州市
鸠山镇连庄村实地调研。他高度关注该村的扶贫项目——豆制品生产，深入生产车间了解有
关情况。在该检察院的帮扶下，连庄村去年年底已实现整村脱贫。 王凯 摄

自联系帮扶禹州市鸠山镇连庄村以来，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左二）多
次带队到该村，不仅进行物质扶贫，而且进行教育扶贫。为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他给孩子们送
去图书 1500 余册及书包、体育用品等，全力提升连庄小学的教育教学水平。 王凯 摄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驻建安区张潘镇铁炉村“第一书记”秦继超
（左一）到村民家中走访，和村民谈心。 董全磊 摄

10 月 15 日，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在一封匿名感谢
信上作出批示，号召全市两级人民检察
院检察干警向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法警
支队政委秦继超学习。

这封感谢信发自建安区张潘镇铁
炉村，秦继超是许昌市人民检察院驻铁
炉村“第一书记”。信中，匿名村民对秦
继超给予高度评价：“焦裕禄精神在他
身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铁炉村村民为何对秦继超有如此高
的评价？11 月 6 日下午，记者走进铁炉
村采访。“脱贫攻坚，说到底是要让群众
学政策、长志气、得实惠。只要用心去感
受村民的冷暖，把村民所求所需之事办
好，就能打开村民的心扉，激发他们的内
生动力，使他们早日脱贫致富。”在该村
村委大院内，秦继超说。

2013 年 1 月，秦继超从部队转业至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 12月，他被
选派到铁炉村任“第一书记”。铁炉村有
村民 197 户，耕地 1200 余亩。由于交通
不太便利，村民生活质量一般，大部分年
轻人外出打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回忆起对铁炉村的初始印象，秦继
超告诉记者，他到村里报到时，该村只
有东西、南北两条主路是水泥路。报到

那天，迎接他的村干部有两人，一个是
文书，另一个是 2018 年退休的村原党
支部书记张东祥。作为一名老党员，他
深知“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道
理。所以，从到村的第一天起，他就明
确了“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引
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工作思路。

去年 5 月，借换届选举的契机，他
在张潘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帮助
铁炉村配齐配强了村“两委”班子。通
过吸纳新鲜“血液”，该村“两委”班子成
员平均年龄降到 35 岁。为使村“两委”
班子成员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他梳
理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并专门组织召
开会议进行明晰。他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坚持每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还建立党员微信群，适时发送学习资
料，使党员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在他
的努力下，铁炉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逐
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党员队伍干劲
越来越足。

“你跟群众有多近，群众对你就有
多亲。”面对陌生的农村工作，为尽快了
解村情、掌握民意，到任伊始，他就要求
自己有“脚力”。他制作入户调查表，和
驻村工作队队员一起起早贪黑登门走
访，与村民拉家常交朋友，很快就成了

村民的贴心人。
看到老土路车难行、人难走，他和

村“两委”积极协调，帮村里新修生产路
1600 米，修建排前路 4700 余米，使村里
巷道的硬化率达到 98%。了解到村民
对庄稼灌溉很头疼，他向许昌市人民检
察院党组汇报，在单位的支持下新打灌
溉 井 4 眼 ，并 对 年 久 失 修 的 3 眼 井 进
行修缮。看到村南巷道下雨天总是有
积水，他和驻村工作队协调打造排水系
统，且目前已南北贯通。

“秦书记腿勤快、手勤快，很负责
任，为村里办了很多实事、好事。”今年
61 岁的张东祥说。收获的季节，秦继
超当起“销售员”，帮忙为村民销售粉条
1500 余公斤、辣椒 1000余公斤。耕种的
季节，秦继超当起“业务员”，帮忙购买优
质的种子、化肥，并拉到村里。在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中，他帮助村民改造清理荒
园 6 处，植树 1600 余棵。他还耐心做村
民的思想工作，对 106 户村民家的厕所
进行改造，协调资金为村里建文化活动
室，建了面积超过 2000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针对贫困村民的个人实际，他协调
将 3人安排至村公益岗位上，安排 1人到
企业做花草园丁、2 人到附近工程队务
工，实现了增收目的。2017年秦继超入

村任“第一书记”时村里有贫困村民 10
户，现在已有6户脱贫。

贫困户徐志德今年 82 岁，有 50 多
年党龄，是五保户。秦继超和记者在村
里看村容村貌时路过他家门前，他看到
后主动打招呼。听说记者是来采访的，
他不住地夸赞：“秦书记真是个好人，没
少为我操心。特别是下雨天，经常往我
家跑。”他告诉记者，得知下雨时他的三
轮车没地方停放，秦继超就马上与村

“两委”班子成员研究解决办法，给他建
起简易车棚。秦继超还自己出钱给他
家安装分隔布帘，把庭院内的菜畦整理
成方形。

韩爱梅和家人在家门口摘辣椒，看
到记者后也凑了上来：“秦书记性格好，
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工作耐心、细致、
有担当，对贫困村民的关心无微不至。
在村里，村民们都服他。”

面对村民的夸赞，秦继超却很坦
然：“只要能够看到村民们过上好日子，
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他
说，他会一如既往地把驻村当事业、把
村民当亲人，一天接着一天干，尽自己
最大努力，将百姓所求所需之事，一件
接着一件办，助力脱贫攻坚战早日打
赢，让村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秦继超：把村民所求所需之事办好
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刘红星 王凯

11月 15日下午，襄城县人民检察院驻范湖乡大白村脱贫工作责
任组组长耿喜锋（左）到贫困户陈广杰家走访。 胡宽阳 摄

从襄城县城出发，约 20 分钟车程，
便可到范湖乡大白村。眼下，正值辣椒
收获时节。走进大白村，大片大片满地
铺开正在晾晒的红辣椒接连闯入记者眼
帘。“我今年种了 20亩辣椒，一亩地收了
至少350公斤。按照现在的行情，光卖辣
椒就能赚不少钱。我能有今天，要感谢
一个人，那就是耿检！”站在自家门前，46
岁的贫困户陈广杰笑容灿烂地说。

陈广杰口中的“耿检”，是襄城县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耿喜锋，也是该检察
院驻范湖乡大白村脱贫工作责任组组
长，还是陈广杰家的具体帮扶责任人。
耿喜锋虽然到大白村时间不长，但扶贫
工作开展得有生有色，深为当地群众称
道。今年 10月，襄城县委书记宁伯伟和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
桂平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向耿喜锋学习。

“大白村地处三县交界处，村里的
主 要 经 济 收 入 来 源 是 种 植 业 。 2014
年，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179 户 556
人，到 2018 年年底降至 14 户 35 人。今
年，我们计划脱贫 8 户 29 人。为帮贫困
户脱贫致富，我们双管齐下，扶志又扶
智。”耿喜锋告诉记者。

陈广杰本来家境就不好，1995 年

外出打工时又因事故失去了右胳膊，从
此更是一蹶不振，年纪轻轻却成天不思
进取，家里日子越过越紧巴。如今，陈
广杰膝下五子，最大的孩子 19 岁，最小
的孩子仅 6 岁，平时生活靠年迈的父母
接济。自从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
陈广杰受到关爱与帮助，竟然处处以贫
困户为荣。

2018 年 4 月 ，在 调 整 扶 贫 分 包 户
时，耿喜锋成为陈广杰的具体帮扶责任
人。刚帮扶陈广杰时，耿喜锋对他是又
怜又气，一方面，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教育；另一方面，把陈广杰当亲人一
样促膝交谈，关心他的生活状况，并搜
集了一些身残志坚的事迹对他进行启
发引导，逐渐让陈广杰重拾对生活的信
心，并激起了其丧失多年的斗志。

紧接着，耿喜锋开始寻找帮陈广杰
脱贫的项目。经调查，耿喜锋得知陈广
杰有种辣椒的经验但种植规模不大，遂
决定帮他扩大规模。

“耿检为了广杰可是操碎了心，为
了帮他租地，反复找几户村民做工作；
为了给他协调启动资金，乡里、县里跑
得没遍没数。”大白村会计代中堂提起
耿喜锋对陈广杰的帮扶，竖起了大拇

指。
经过耿喜锋数月努力，今年 4 月，

陈广杰终于拿到了 20 多亩流转耕地和
一定的启动资金。在这些耕地上，他全
部种上了辣椒。

在陈广杰家辣椒地地头，记者发现
有一块儿空地散养着不少柴鸡，鸡群里
还有一些鹅。“鸡是耿检让养的，他有个
朋友开养鸡场，给我提供的鸡苗，还说
帮我包销。可是，鸡养起来后，总是被
黄鼠狼祸害。耿检告诉我，养点鹅能防
黄鼠狼，效果不错！”陈广杰说。

“养鸡场 400 多只鸡已快养成，商
家是现买现结账。除去开始技术不熟
练损失那一两百只鸡的钱，广杰能净赚
7000 元。20 多亩辣椒也都丰收了，能
卖不少钱。广杰脱贫指日可待！”耿喜
锋高兴地说。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扶持下，贫困户
脱贫了；离开扶贫专项政策后，他们还
能持续稳定增收吗？身为脱贫工作责
任组组长，耿喜锋不仅要考虑当下，还
得思考长远。为此，耿喜锋加班学习新
政策，抽空了解新市场需求，及时把最
新政策和市场需求带给贫困户，引导他
们关注政治、学习政策，以便跟上时代

发展，避免走下坡路，出现返贫现象。
“大白村种植的主要是传统经济作

物，结构比较单一。为了长远发展，我
们打算丰富种植种类，发动村民种猕猴
桃。但不少人有顾虑，主要是从来没种
过，不知道能不能种成、收益如何。”耿
喜锋说。

不久前，耿喜锋专门带领大白村
村干部和有种植意向的村民，到范湖
乡 东 大 陈 村 实 地 考 察 猕 猴 桃 种 植 情
况。一听当地种植户说一亩地纯收入
好几万元，前去考察的几户村民当场
便动了心。

在大白村建个冷库，是耿喜锋眼
下正在筹划的另一件事情，目前，该
项目已立项审批。耿喜锋告诉记者，
大 白 村 和 周 边 村 庄 村 民 种 的 多 是 番
茄、辣椒等农副产品，如果不及时卖
很容易烂掉。“如果有了冷库，那么尚
未卖掉的农副产品就能先存放起来，
村民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大种植规
模。以后，这儿说不定会变成一个种
植基地。”耿喜锋说。

对未来，陈广杰充满希望：“俺家甩
掉了“贫困帽子”，我准备再多攒点儿
钱，扩大规模，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耿喜锋：扶志 扶智 扶起贫困户的精气神
本报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胡宽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