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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老兵”走出脱贫新路

9月16日上午，泾县昌桥乡景山村的扶贫工作队
队长黄全国又拿起笔对自己的扶贫工作日志进行修
改。记者看到，贫困户的产业发展进程如何，五保户、
残疾户的生活过得怎么样，黄全国都记录得一清二
楚，而且做到日日更新。

“不管是贫困户的档案整理更新，还是对未来的
谋划、思考，队长总是考虑的全面细致，这让大家工作
的针对性更强。”扶贫工作队队员有感而发。

早在2017年7月，黄全国就来到景山村任党建扶
贫指导员。第二年5月，熟悉景山村的他，留下来担任
扶贫工作队队长。在此之前，黄全国还担任了10余

年的泾县扶贫局副局长，是扶贫战线上一位经验丰富
的“老兵”。

不过，他刚来村里时，有些村民背后嘀咕，担心这
位当过“领导”的“60后”，来到村里不接地气，做不好
扶贫工作。

“既然驻村，景山村就是我的家，我就是新景山村
村民。”黄全国说，一直以来，村民的每一件“小事”，他
都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做。

刚到村里时，生活上很不方便，吃饭、洗澡都没着
落。但黄全国却总说：“困难是暂时的，扶贫工作做到
位，村里的各项基础设施一定会好起来。”虽然条件艰苦，
但工作起来，黄全国总像上了“发条”一样，干劲十足。

想要扶贫工作开展顺利，必须先获得村民支持。
黄全国带领工作队，到全村27个村民组，90户贫困村
民家一一走访。每天到不同的村民家中“打卡”，倾听
村民心声，了解村民需求，宣传国家方针政策。能立
刻解决的困难，他都立马帮忙解决。对不能立刻解决
的难题，工作队总是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协商解决。

就在工作步入正轨时，黄全国因车祸造成4根胸
肋骨骨折，医生要求他绝对卧床休息。但仅住院20
天，黄全国便待不住了，坚决出院。“村里脱贫的事情，
一刻都等不得。”倔强的黄全国，不顾医生的阻拦，硬
是回到村里。全身心投入工作，与村“两委”一起制定
完善帮扶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加快扶贫
项目落地。

“多亏了扶贫工作队，有了产业支持，现在我们增
收很稳定。”贫困村民彭和发高兴地说。原来，之前彭
和发因大腿粉碎性骨折，劳动能力差，妻子残疾，儿子
又在上大学，家里十分困难。了解情况后，扶贫工作
队为他申请了小额信贷优惠政策，帮助他贷款3万元
发展家禽养殖，邀请专家手把手教授他养殖技术。现
在彭和发每年收入超过3万元。

“我以为自己要穷一辈子，黄队长来了后，日子有了
盼头。”村民吴昌厚，因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但却一直
想自食其力改善贫困。了解他的情况后，扶贫工作队
将其介绍到秸秆禁烧巡查的岗位。工作中，吴昌厚十分
认真仔细，凭借自己的努力每年增加收入3000多元。

不仅是帮助村民发展产业，近年来黄全国还带领
工作队想方设法为村里提供“输血”支持。近年来，大
力发展烟叶产业，每年靠“黄金叶”村集体经济增收9
万多元，带动贫困村民户均增收2000多元。此外，扶
贫工作队还和村“两委”一道，致力完善村内基础设
施、改善人居环境。去年底，全村贫困村民不仅全部
摘帽，村里的环境也逐渐从脏乱差走向“绿富美”。

“眼下，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果，打好扶贫‘组合拳’，构筑长效机制，坚决防止

‘返贫’。”说完，黄全国又带领工作队深入田间地头忙
碌起来，面对面了解村民需求，或为他们送农技送岗
位，或帮助他们通过新媒体销售滞销的农产品……

“王姐，贝母马上就要收获了，收成怎么样？”“徐叔，
丹皮收获后，销售问题别愁，我们来帮忙。”9月中旬，黄
加炜又一次来到自己帮扶的4户贫困村民家中走访。

看到黄加炜的到来，贫困村民王之云十分高兴，
立刻跟黄加炜熟络地聊起天。“小黄刚来的时候，我们
不太看好。”王之云告诉记者，因为黄加炜是1996年
出生，比很多村民的儿子还要小，一个“孩子”来村里
搞扶贫，好像是件闹着玩的事情。

“父亲总教育我，只要肯干，一步一个脚印，用实
际成绩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村民们总会对我
有改观。”有了父亲的鼓励，黄加炜暗下决心，要在扶
贫一线燃烧自己的热血青春。

2018年11月，第一次去云岭镇陈塘村，崎岖的山
路，让黄加炜被颠簸得胃里翻江倒海。到达后，第一
次走访，又给了黄加炜一盆冷水。由于联系户的方言
听不懂，黄加炜一时间犯了难。

“听不懂方言，说明你去得少。跑得多、深入得
多，自然听得懂、记得住、聊得开。”父亲的一席话，给
黄加炜指明了方向。

于是，黄加炜拿出当年高考学习的劲头，没事就
往村里跑，仔细听村干部之间、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
对话，结合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揣摩话语的意思。再
录下自己和包保贫困户聊天的内容，回家一遍遍
听。就这样，陈塘村的方言现在黄加炜不仅听得清，
还说得溜。

“我联系的贫困村民脱贫意愿特别强烈，都想通
过自己的双手实现‘摘帽’。”黄加炜告诉记者，为此，
他帮助贫困村民徐志新、王之云发展特色种养。徐志
新种贝母2亩，每年增加收入1万元。王之云种植贝
母和丹皮共2亩，每年增加收入3000元。

一年来，黄加炜还帮助贫困村民王之全申请了B
级房屋维修、为陈磊申请一次性交通补助，帮助徐志
新联系销售扫帚、竹篮等自家制作的农产品……村民
现在都说：“小黄年轻，点子多，想脱贫致富就跟得上
年轻人的时代。有困难，找小黄帮忙。”

如今，每次工作碰到困难的时候，黄加炜总向父亲
请教。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共同学习扶贫
政策，商量脱贫点子。“父亲是我工作上的‘指南针’，催
我奋进，有时候我们还会相互比较自己的帮扶成效。”
黄加炜说。而黄全国总是笑着回复：“儿子了解新鲜
事物快，我们年纪大了，很多方面都得多向年轻人请
教、学习。”

不过，无论是相互学习，还是暗自较劲，他们父子
俩的使命始终一致、目标始终一致，都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激发村民脱贫内生动力，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共奔幸福路。

黄全国、黄加炜：扶贫攻坚战 上阵“父子兵”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在泾县，有这样一对特别

的父子搭档：他们一个是扶贫
队长、一个是帮扶责任人。虽
然年龄不同、岗位不同，但父
子俩携手齐心，相互鼓励、相
互支持，共同在脱贫攻坚战役
中发光发热、挥洒青春。

父亲黄全国，是一位“60
后”，曾获得全省扶贫开发工
作先进个人、全省农业科技推
广先进个人、泾县优秀公务员
等荣誉称号。儿子黄加炜，是
一位年轻的“95后”，泾县生态
环境分局的工作人员。

“马步扎大一点，弯腰，球拍拿好，跑起来、跑起
来！”近日，走进郎溪县十字镇青少年乒乓球培训基
地，只见教练正带着十几个孩子在做基础训练，不
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就红彤彤的了，额头上的汗
珠也浸湿了发丝，不过这并没有减少孩子们对乒乓
球训练的热情，始终坚持完成训练。

“为了打造‘乒乓小镇’，并推动我镇青少年竞
技体育发展和身体素质的提升，我们在十字中心小
学建成了第一个青少年乒乓球培训基地，同时开办
了首届乒乓球训练班。”十字镇副镇长王凌霞介绍
道，“首届训练班就有60名学生报名参加，我们也
特聘乒乓球名师于航教练为我镇喜爱乒乓球运动
的少儿进行专业培训。”

记者还了解到，早在2015年，十字商会就举办
过乒乓球赛，不过首次赛事的举办仅是为了创造商会
会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业余健身的平台，2016年十字
商会又将乒乓球赛参赛人员扩大至郎溪县内乒乓球
爱好者，2017年十字商会首次采用冠名的方式举办
了第三届“万方杯”乒乓球邀请赛，参赛的选手云集了
皖、沪、苏、浙三省一市的业余乒乓球爱好者。

随后，在十字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2018年十
字商会又成功举办了第四届“柏维力”杯皖、京、沪、
苏、浙乒乓球邀请赛，吸引了众多专业选手参加。直
至2019年，该镇举办了“正力杯”乒乓球全国邀请赛，
总结了前几届办赛经验，组织了32支代表队参加，且
参赛的国手就有9名，观看人员达到3000余人次，这
也是该镇真正意义上举办的首次高水平乒乓球赛事。

今年年初，十字镇党委、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要完成十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打造“乒乓
小镇”，支持发展乒乓球赛事的各项工作，弘扬国球
文化、发扬国球精神。此外还礼聘原国家男子乒乓
球队一队队员刘燚担任十字商会乒乓球赛总顾问，
帮助策划组织赛事，指导地方乒乓球事业发展。

“目前我们已将乒乓球运动纳入地方课程教
学，并组建了全镇青少年男女乒乓球队和成人男女
乒乓球队，同时改建了2处室内乒乓球训练场地，
后期随着乒乓球馆建设完毕，还将配套较高档次的
彩虹台、发球机等乒乓球运动器材，为更多学员提
供更专业的培训。”王凌霞说。

今后，该镇还将继续完善体育设施建设，力建
成一座配套完善的乡镇体育馆，朝着实现“乒乓小
镇”国家级命名的目标前行，提升对外影响力，逐步
把国球赛事打造成宣传十字镇的一张亮丽名片，并
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十字镇：发展国球运动
打造“乒乓小镇”
◇本报记者 戴丹丹 特约记者 余克俭

◇本报记者 刘畅 特约记者 张萍

“95后”小伙扶贫一线践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