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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扶贫故事彰显为民情怀

苗楼村是县财政局的帮扶村，位于安良镇北
部山冈区，全村 5 个自然村、11 个村民组 2390 口
人，有14户贫困户16人。为了聚力脱贫攻坚，县
财政局成立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和扶贫资金
管理领导小组，局长肖志举要求财政干部必须把
形势认清、把精准扶贫相关政策学透、吃透，落实

“六个一”“三个零差错”“三个明显提高”要不折
不扣，全局上下切实把握时间节点，统一标准，压
实责任。他们与镇、村干部澄底子、找路子，一起
谋划好村产业发展方向和帮扶措施，扶真贫，真
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奋战激情在财政干部中悄
然升起，进而转化为脱贫攻坚的真实行动。

针对该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他们想方设法，
多方筹集资金补齐该村基础设施短板，新建了 6
间村两委会办公室，添置了办公设备，修建了舞
台和健身器材齐全的村文化广场，修建了2600米
长的村水泥干道。

全局一盘棋，大员上前线，该县财政局班子成
员分别与苗楼村的14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与
困难群众面对面、心连心交流沟通，县财政局中层
干部20余人作为帮扶责任人入村入户，精准掌握
贫困户基本状况、致贫原因，因户施策，从最迫切
的困难帮起。该村9组贫困户71岁的李振轻老两
口居住的 3 间土坯房，墙体开裂，随时有倒塌危
险。县财政局帮扶干部秦国军、郭志刚联系县有
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完成43项报批手续，争取资金
18000元，今年3月份为李振轻老两口建起了两间
面积30余平方米的新平房。李振轻的老房子在今
年7月的一场大雨中倒塌了，李振轻见人就说：“俺
能住上新房子，全靠党的好政策，要是还住在老房

子里，大雨淋塌了房屋，说不定人也伤了。”
今年以来，县财政局采取单位个人捐资的方

式，筹资 8000 多元，为该村 4 户贫困户修缮了老
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帮助贫困户 5户办理低
保，5 户特困供养人员得到补助，帮助 12 户贫困
户办理了慢性病卡，4户贫困户办理残疾证，为 3
户贫困户修缮房屋，1户贫困户危房进行了改造，
建了新居。贫困户享受到了国家的惠民政策，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切实增强了贫困户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一个个生动的扶贫故事彰显为民情怀，令人
感动。“不谢天地谢党恩，扶贫政策暖人心，寒暖
衣食和住宿，脱贫致富小康奔。”这是该村8组贫
困户 78岁的李黑子写给县财政局帮扶干部王书
红、薛晓伟的《心里话》。

李黑子患有多年的腰腿疼疾病，平时走路拄
着双拐，儿子是个残疾人，患有小儿智障，父子俩
相依为命。王书红了解到李黑子的情况后，为他
办理了慢性病治疗卡，还自己掏钱为李黑子买了
治疗腰腿疼的10多贴膏药，李黑子感动得热泪盈
眶，用颤抖的手在红纸上写下了一段《心里话》表
达感激之情。

该村1组贫困户69岁的李成才有养羊技术，
他居住在两间俗称里生外熟、年久失修的老瓦
房，喂养两只羊，长年累月人与羊混住一起，羊粪
积有半米多厚，羊膻味羊粪味刺激难闻，邻居和
亲戚多年不去他家串门。财政局帮扶人员祁增
芳、娄超朋走进他家了解情况，向单位汇报后，该
局集资 3000多元，为李成才修缮了老房屋，从老
房屋内清理了多年的羊粪和垃圾，并为他“量身
定制”脱贫计划——通过养羊增加收入。帮助他
新盖了一间羊圈，购买了种羊。今年7月，李成才
利用养殖技术，喂养的羊已达8只。

扶贫故事不胜枚举。帮扶人员高春林为贫
困户李长照送去自家一台大彩电；帮扶人员马素
果、吴慧芳等为生活不能自理的贫困户打扫卫
生、洗衣服、送去换洗衣物……

“财政干部把贫困户当父老乡亲，精准扶贫，
真心帮扶，锻炼了自身工作能力，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肖志举说。

一项项帮扶举措暖人心

朱飞和李皓亮分别是郏县财政局驻安良镇

高楼村和任庄村的第一书记。驻村第一书记接
地气奉献诚挚爱心，精准帮扶为贫困户排忧解
难，一项项帮扶举措，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暖人
心。

刚入村，朱飞就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
村民代表请到了村室，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详
细听取了他们对村班子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根
据村里的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对村室进行了全面
整修。

高楼村村南有一条河，是村民通往田间的必
经之地，河上没有桥，一遇下雨，非常不便。朱飞
说，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在这里建一座桥。没有
钱，怎么办？为此，朱飞通过召开一事一议会议，
向县上级财政争取资金，今年春，投资 20万元建
成的桥通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也方便了。

入村两年来，他跑遍了高楼村的角角落落，
重点走访了贫困户、致富能手、老党员等不同层
次的村民代表，了解群众真正想什么、盼什么，需
要解决哪些问题。该村9组贫困户程彩香说：“朱
飞书记为了俺，有一次下着雨来村里，车滑到路
边撞在树上，俺真是过意不去。孩子有病高烧落
下残疾，孩子他爹不在了，要是搁从前，俺娘儿俩
早活不下去了，现在吃和住都有了保障，党和国
家政策真是好啊！”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30岁的李皓
亮今年 5 月 29 日开始驻安良镇任庄村工作。当
时正是攻坚阶段，时间紧任务重，他一边填写档
卡资料，一边入户走访了解情况，帮助贫困家庭
解决实际问题。本村孤寡老人薛本学、苗春芳、
杨二卿等贫困户更是他牵挂的对象，李皓亮给他
们送慰问金，送衣物食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
到他们心里。近段时间经常下暴雨，李皓亮蹚水
冒雨，对一些老旧房屋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帮
一些农户家中疏通下水道，排放院中积水。

踏实肯干的作风换来了群众的称赞，也得到
了领导的认可。7 月 1 日，省脱贫攻坚核查组在
高楼村、任庄村检查之后，对两个村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一笔笔扶贫专项资金凝聚脱贫
攻坚成效

郏县财政局根据该县贫困村实际需要，今年
以来统筹资金，聚力扶贫，用于贫困村道路建设、
安全饮水、文化广场、危房改造、标准化卫生室等
基础设施建设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各类补助。为
加快扶贫资金问题全面整改工作，郏县成立了扶
贫资金问题全面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程俊红担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与此同时，县财政局会
同县督查局、审计局、扶贫办组成联合督导组，程
俊红担任第二小组组长，工作繁重，责任重大。

资金问题整改自2014年至今年上半年，时间
跨度 3 年半，涉及全县 15 个乡镇、街道和相关县
直单位，项目多，任务重，她组织协调县财政局、
县扶贫办等单位的有关人员，从项目排查入手，
把 2014年以来在该县实施的项目进行过筛子式
的排查，按照项目类别、资金来源、政府采购、资
金拨付等情况，分门别类完善项目台账，建立问
题清单，对存在问题实行对口负责，销号管理。
和大家一道顶高温、冒酷暑，战斗在一线。白天，
和大家一道收集资料、督促进度、检查工作；晚
上，还要整理资料、登记台账、撰写汇报材料。
2013 年 1 月-2017 年 7 月，该县财政扶贫资金
3437 万元已及时足额将资金拨付至县扶贫办等
部门账户，拨付率为 100%。扶贫资金的及时投
入，有效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和相关贫困村、贫困人口按标准及时脱
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谈起扶贫项目建设给贫困村带来的变化，李
口镇周沟村 70岁的老人李富恩深有感触。周沟
村位于李口镇西南浅山区，全村共146户498人，
其中贫困户 56 户 124 人。由于地处山区水源贫
乏，吃水非常困难。去年12月县财政投资66.3万
元，在该村实施脱贫村饮水安全工程。为让群众
早日吃上新井水，程俊红多次和同事们一道去现
场督促工程进程，今年3月，一座深246米的水源
井打成了，全村群众家家户户用上了安全清洁方
便的自来水。该村 70岁的老人李富恩在工程通
水当天，拧开自己家中的水龙头，看着白花花的
自来水流到锅中，激动地说：“终于和城市人一
样，吃上了自来水，这水真净、真甜。”

程俊红是该县财政干部精准扶贫的典型，
也是全体参与脱贫攻坚财政干部的精神缩影。
看项目，她亲临工地；查账目，她逐笔核对；看进
度，她亲力亲为，超负荷的工作，导致了身体严
重透支，7 月 17 日，单位开完班子会后，程俊红
召集科室同志布置工作，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
来，她顿时失去了知觉。经过抢救，程俊红慢慢
恢复了知觉。就是这样，该县财政干部不畏困
难，砥砺前行，保证了广大贫困村、贫困群众得到
了实惠。

一切为了贫困群众。郏县财政局做到了扶
真贫、真扶贫，每到一处，留下的不只是扶贫的温
暖，还有对脱贫致富的希望；昔日的贫困乡村，每
天都在发生着喜人变化。

（肖应辉 王自行 温书功 文/图）

党建引领，脱贫攻坚步伐快

“我们村的经济近年来之所以能够快速发
展，完全是因为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发挥得好。我
们在村里挖山扩修的10多里山路，在道路两旁种
植的5000多株大叶女贞绿化树，培护的入村道路
路肩等，这些工作都是在村党支部的倡导下,村民
义务劳动干成的。群众看到党员干部干活不要
报酬，不讲条件，也就自然地参与进来了。”北竹
园村党支部书记赵中山说。

近年来，茨芭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引
领作用，大力实施扶贫带富行动。该镇41个村党
支部全部建立了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已有141名党
员与精准识别的 465户贫困户实现了结对帮扶。
369名无职党员分别在各村的政策法律宣传岗、文
明新风示范岗、带头致富扶贫岗、对外信息联络岗
等岗位上积极发挥着模范作用；镇里还建立了“茨
芭镇流动党员综合服务中心”微信群和41个村网
络党支部微信群，为在外流动党员发挥作用提供
了平台。通过党建引领，全镇群众创业致富能力
进一步增强，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打通了精准扶
贫的“最后一公里”。在今年８月份镇里组织的捐
资助学活动中，全镇党员干部踊跃捐款，广大群众
积极响应，共捐资90多万元，为茨芭籍贫困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美丽乡村，环境优良民安乐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该镇大力实施行
动，组织全镇群众开展比门前、比庭院、比厨房、
比厕所、争当星级文明户行动。围绕“打造一条
精品街道、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
道、有墙体宣传标语、日常生活用品堆放规范有
序”等内容进行评比，极大地激发了镇村干部搞

好农村环境的积极性，各村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

“美丽乡村建设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衷心拥
护。我们村里凡是有碍于绿化和修路的建筑物，
村民二话不说就主动拆除。村里干净了，大家看
着心里也舒服，游客来了也高兴。”说起村里的美
丽乡村建设情况，东姚村党支部书记姚彬甫掩盖
不住内心的喜悦。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美丽乡村建设使
镇域环境大大改善，在给群众生活带来舒适的同
时，也吸引了周边地区游客前来观光。据统计，
在今年 3月份的桃花节期间，前来茨芭镇旅游的
游客突破了21万人次。游客在“桃花节扶贫山货
大集”上的总交易量在30万元左右。山里的山茵
陈、蒲公英、地丁、柴胡、伸筋草，以及红薯、粉条、
绿豆、柴鸡、柴鸡蛋、山核桃、山蜂蜜、树根做的盆
景、山里捡的奇石，农村老太太做的小孩虎头鞋、
裤褂子等，都成了大集上的抢手货。

绿色发展，全域旅游富路宽

9 月 16 日，茨芭镇邢村星伟家庭农场“慕雪
王桃”无公害种植基地里阳光明媚，玫瑰色的累
累红桃在翠绿桃叶映衬下格外好看。一群游客
分散在园子里，有的摘桃，有的忙着照相，大家呼
朋引伴，到处欢声笑语。

“今天来的游客中有郏县县城的，有平顶山
市区的，都是趁周末带着孩子来玩的，自己亲手
采摘的感觉，和在超市里购买的感觉就是不一
样。”桃园负责人杨星伟说。

近年来，茨芭镇利用地处山区，环境优良的
优势，大力发展小杂果种植，打造了沿山经济林
产业带，先后种植了桃、梨、杏、核桃、甜柿、葡萄、
冬枣等经济林 5000 余亩，把果园打造成旅游景
点，兴办各类规模化家庭农场20多家。这里的经
济林不仅面积大而且品种多，仅桃子就有丰雪

桃、水蜜桃、慕雪王桃等多个品种，鲜桃供应可以
从 5 月份一直持续到 11 月份。成为“春有花、秋
有果”的花果之乡，每年都吸引周边县市的许多
游客前来参观旅游，赏花摘果。

为了搞好全域旅游，茨芭镇还充分利用当地
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申报了传统村落项目，把
传统村落与建设美丽乡村紧密结合，实现了旅游
资源的优化提升。目前该镇已申报国家级传统
村落3个，省级传统村落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2个。同时还利用境内的国家4Ａ级景点三苏园、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姑嫂寺、道教“天下三顶”之一
的“中顶圣地”莲花山等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游，
规划建设了空山洞万亩红叶景区、苍谷寺西大坪
森林氧吧、北竹园鲁医河风景区等，在北竹园建
成了生态果园，修起了拦水堰坝，兴办了山货大
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保存完好的古老农耕文
化，吸引了平顶山市区、汝州、禹州、郏县、宝丰等
地的游客前来休闲旅游，带动了当地农家餐馆和

农家旅馆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全民脱贫致富创造
了良好条件。

文艺繁荣，生活更有文化味

茨芭镇的文化底蕴丰厚，民间艺术源远流
长、丰富多彩。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长着种类
繁多的民间文化。戏剧剧种有豫剧、曲剧、越调、
二黄戏等；民间曲艺有坠子书，民间文学有民间
故事、笑话、歇后语、灯谜；民间美术有石雕、根
雕、木雕、泥塑、壁画、剪纸；民间舞蹈有舞龙，舞
狮、大铜器、广场舞、秧歌、竹马旱船等。民间文
艺活动已经渗透到了茨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
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构建茨芭人民的精神家园，该镇每年都
要组织民间文艺大赛和广场文化活动。通过“欢
乐中原·唱响鹰城”“百姓宣讲直通车”“元宵节民
间文艺展演”等形式，组织民间文艺家编写节目，
先后创作了廉政戏曲《村官罢宴》、廉政教育坠子
书《婆媳探监》、三句半《大美茨芭靠咱建》等一批
文艺作品，并在全镇及全县进行了巡演。还邀请
省市著名艺术家，为广大群众近距离献艺。如今
的茨芭镇，村村都有群众性文艺团体，不仅有剧
团、广场舞队，还有铜器队、秧歌队等。参加活动
的人员从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到七八岁的小孩子
都有，大家在农闲或者逢年过节时候，聚在一起
切磋技艺，相互交流，明争暗赛，共同提高，极大
地提升了生活质量和文化品位。

“为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和政府的职
责所在，在党建引领下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行
精准脱贫、精准扶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
新模式、新思路，必将使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茨芭的社会发展更加和谐。”茨芭镇党委书记黄
鹏说。 （温书功 李世旭 王自行 文/图）

一 切 为 了 贫 困 群 众
——郏县财政局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茨芭镇：绿色发展开创兴镇富民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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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园全貌

“修了水泥路，各家各户出门不蹅泥，建
了村文化广场，贫困户危房修缮一新。若不
是精准扶贫，我们村再过十年也不会有这么
大的变化。”9月4日，说起郏县财政局的精
准扶贫工作，该县安良镇苗楼村老党员李振
武感叹不已。

苗楼村的喜人变化，仅仅是郏县财政干
部实施精准扶贫工程帮助群众脱贫的一个
镜头。

初秋时节，记者一行在郏县走进田间地
头、入村到户走访，寻觅到了郏县财政人一
串串动人的扶贫故事……

精准扶贫，真心帮扶

仲秋时节，笔者一行走进郏县茨芭镇，
但见道路宽广，果木飘香，田野里，庄稼、杂
果脚赶脚地成熟，镇区上，商铺林立，路净
街美，人来人往……一派祥和文明的景
象。这里文化底蕴浓厚，道教圣地中顶莲
花山林木茂密，景色秀丽；三苏园是埋葬北
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辙玉骨和其父苏洵
衣冠的宝地，近年来，该镇依托优越的自
然、地理、人文条件，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脱
贫攻坚，转变发展方式，按照“绿水青山也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致力发展全域旅游，
找到了一条绿色发展道路，开创了兴镇富
民新天地。

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