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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年，
2900 多个日日夜夜，近 1 亿人脱

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成绩举
世瞩目。作为一名年轻的基层干部，

我有幸参与到这样一场战役中，经历
了一些令我难忘的事，还遇见了很多令
我感动的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中，有牺牲，有汗水，有党员情怀，有群众
感念。

他是一位驻村书记，主动请缨到了最
偏远的村子。村子三面环山，只有一条道
路通往镇上。入村的第一天，他就请村
党支部书记引路，挨家挨户熟悉村情。
短短一周，他就走遍了全村，熟悉了每一
个贫困家庭的基本情况，还绘制了全村
的贫困户分布图。驻村的几年里，他的
足迹踏遍了偏僻山村的每一个角落：
繁忙的田间地头、晚归的农户家、留守
老人的屋前灶后。他记不清流了多
少汗水、喝了多少山泉、啃了多少馒
头、磨破了多少双鞋子。经过深入
调研，他和村“两委”班子带着全村
群众，利用自然资源，创新产业发展

模式。依托种植合作社，以“合作社+
农户”方式，大力发展果树种植产业，全

村累计栽种酥梨、甜柿等果木10万余株；同
时，结合地少林多、水丰草茂的自然条件，鼓

励群众发展养殖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们
的努力下，全村年增收40余万元。2019年底，这

个小村子顺利脱贫。
他是一位乡镇扶贫干部，分包有贫困村，每天

除了要忙本职工作，还要操心村上的脱贫攻坚任
务，如何帮扶，如何发展，如何上产业……事无巨
细，样样都要心中有数。脱贫攻坚关键期，加班熬
夜是常事，他经常在村里一待就到深夜。工作中
用眼过度，导致他视网膜脱落，不得不住院治
疗。住院手术期间，他还不时地通过电话给村
上安排脱贫攻坚的相关工作。恰逢上级安排
工作验收，刚出院的他放心不下，不顾医生的
叮嘱，用手捂着一只眼睛，完成了村上的各项
任务，圆满完成了验收。每每说起这件事，
他的同事总会哽咽。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都是夸张或者作秀，
但是只有扶贫人自己才知道，要完成工作，就必须
像战士一样，永远保持战斗状态，才能啃下脱贫攻
坚这块硬骨头。而他们，只是全国千千万万扶贫
人的缩影。

幸好，还有一些可爱的群众，感念党恩，让一
切付出有了回报。

她是一位留守老人。2018年底，村上来了个
驻村书记，他来到老人家里看望，留下了自己的电
话号码。之后的两三年里，这位驻村书记时不时
会来她这里坐坐，帮她做些农活，看她缺什么下次
就给她带什么。她也投桃报李，每每做了好吃的，
总要给书记送一些。2019年 12月23日，驻村书记
带着新鞋子、肉和生日蛋糕来到了她家，说要给她
庆祝生日。一辈子都在农村的她，从没有正儿八
经过过生日。她说，党和国家的政策好，你们工作
队人好，还给我这个老婆子过生日。这一天，80岁
的她第一次吃上了生日蛋糕，笑得格外开心。

她是一位孤寡老人，独自一人住在一个石棉
瓦棚子里，是村上的五保户。脱贫攻坚开始后，她
的帮扶人帮她申请了各种符合条件的帮扶项目，
其中包括危房改造。2018年，年迈的她终于住进
了崭新的、牢固的新房。2019年的春节，帮扶人带
着米面食用油去看望她，她怎么都不肯要，帮扶人
硬是给她留下了。没过两天，她又带着食用油和饮
料到了帮扶人的家里，说要看看他。帮扶人说，你
自己留着就可以了，还给我拿来干啥。再说了，你
是长辈，哪有长辈看我这个小辈的道理。她说，党
和国家政策好，你啥都想着俺，俺得好好谢谢你！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无论是为乡村建设
助力，还是自力更生发展产业带领其他人脱贫致
富，总有人用自己的力量响应党的号召。

曾有个朋友和她的父亲聊天。朋友问父亲，
是十几年前的钱好赚，还是现在的钱好赚呢？

她父亲不假思索：当然是现在的钱好赚啊，现
在经济发展了，赚钱门路那么多，就算是去超市打
工，一年也能有四五万的收入。我小的时候，很多
人穷到没饭吃。现在呢，也有穷人，但也没见他们
没饭吃，不管钱多少，都是有吃有喝的，只要肯干，
就不会受穷……

我想，这就是党和政府努力的意义所在吧。看
看我们周围，每个人从事的行业虽然不同，但生活
却是越来越好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广大党
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践行的承诺。

党为群众谋幸福，群众和党心连心。

1948年，河南禹县梁北乡赵桥村，一个叫郭雪花的小
脚女人在油灯昏黄的亮光中面对党旗，坚毅地举起右
手。她是我的奶奶。

奶奶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旧社会的女子，命运
多舛身不由己，村子解放的时候奶奶已是三个孩子

的母亲。共产党来了，在村子里成立了工作队，帮
老百姓土改分粮食，教大家认字学文化，还把积

极上进的村民召进工作队，奶奶就是其中一个。
每当奶奶说起这段往事，我脑海中就会浮

现出瘦小的她迈着小脚在崎岖的村路上奔波的
情景。年幼的我忘记了奶奶说过的很多事情，

但唯有一个场景永不能忘：小时候我跟随奶奶在
农村生活，夏天收了麦子，奶奶拉着满满一架子车
粮食到集上换钱，晚上到家后车子一放就赶紧进
屋，抽出几张钞票用手绢仔细包起来压在坑上的
凉席下面。我问她这是为啥？奶奶摸着我的头，
看着我说：“那是党费。”当时的我虽然不明白“党
费”是什么，但从她神圣的表情中感觉到这是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

奶奶离开我们后，每次想起她，我就会闭上眼
睛，耳边响起她每晚哄我睡觉时唱的那首《东方
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
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是她会唱的第一首歌，也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从奶
奶深情的吟唱中，我深切感受到她对共产党的感恩情怀。

1961年，大连空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一个叫朱天河
的健硕青年在灿烂的阳光下面对党旗，激动地举起右
手。他是我的父亲。

《我爱祖国的蓝天》是父亲最喜欢的歌，作为一名飞
行员，他的军旅轨迹遍布祖国的东西南北。从平凡一
兵到飞行团长，父亲用的是一个“刚”。18岁参军，凭
着一股韧劲，经过层层筛选，他争取到了河南省仅
有的两个空军名额之一；1965年，全团飞行射击
训练，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空靶的；1969年，他
被选派到北京学习，在首都体育馆受到毛主
席的接见。

转业到地方，父亲被安排到企业，他
用的是一个“直”。为此，他时常“惹事”。
有一次，一名职工因为对他的安排不满，
冲到我们家拍桌子摔凳子，把我和姐姐吓
得不轻。父亲很淡定，就坐在那里看他发
怒。过了一会儿，那人觉得没意思消停了
下来，父亲才开口说话。父亲具体说了什
么我已不记得，但最后那人是满脸不好意
思说着“对不起”离开的。

母亲常埋怨父亲太直，但父亲不仅不改
还振振有词：我是党员，就要和不正确的事情
做斗争。父亲很少和我们说自己的事儿，但
是从他的一言一行，我牢牢记住了共产党员就
应该“刚”和“直”。

2009年，平顶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我站在
明亮的灯光下，面对党旗郑重地举起右手。这一
刻我等了很久。作为一名70后，我曾经吃过商品
粮，用牙膏皮换过糖，听过“小喇叭”，看过12英寸的
黑白电视；现在，我坐飞机高铁，网络购物手机支付，
享受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利。从抵御疫情、整体脱贫
到长征三号、月球探测、天问一号的相继成功，我切身
感受到国家从经济落后到走上小康的巨大变化。每
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就会激荡起来。

我们这代人处在承上启下的节点，见证过先辈们
的牺牲与奉献，经历了祖国的困难年代，懂得一路走
来的艰辛和不易，我们对国家富强有更深切的感
悟。从白龟山水厂到营业收费处再到供服中心，从
一名普通职工到劳动模范再到优秀党员，我始终遵
循着奶奶的感恩之心，践行着父亲的刚直之道，他们
的言行深深烙印在我的脑里、心里，时刻指引我踏
实走好每一步。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传
承。先烈们的英勇，前辈们的执着，几代人的钻
研，需要通过我们的言、行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
懂得珍惜、舍得奉献、勇于开拓。

烙印在心，传承在行
◎朱迎斌（河南平顶山）

党为群众谋幸福
群众和党心连心

◎李美洁（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