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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为群众做了一点小事，大伙儿就

给我送来锦旗，这件事使我感触很深。驻村一

年来，只要是群众找我或者我了解到群众有不

好办的事情，总要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才觉

得心安。”7月 14日上午，正在村部整理脱贫户
和监测户资料的市委统战部驻王寨乡董沟村

第一书记李冰磊，说起一周前一名村民给他送

锦旗的事儿，感慨地说。

村民乔三妮是村里的监测户，家中有 7口
人。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还有正在上学的孩

子，日子一直过得比较紧巴。他的儿子小雨（化

名）今年 3岁，由于特殊原因，一直没有户口。
为尽早给小雨上户口，李冰磊跑了很多趟儿，

写情况说明，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沟通，在市

乡村振兴局、王寨乡政府相关领导沟通协调

下，王寨乡派出所积极配合，协调乔三妮配偶

陈方萍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当地的公安机关为

她补办了户口本，自己又多次开着车接送乔三

妮一家到王寨乡卫生院建档，到市人民医院做

亲子鉴定、办理出生证明等。今年 6月 30日，
终于为小雨上了户口，等到新学期开学，小雨

不仅能顺利入学还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号。

“太感谢了，感谢李书记尽心尽力，从中协

调，让孩子终于上了户口。”7月 7日，乔三妮激
动地将一面写着“为民解忧办实事，真情帮扶

暖民心”的锦旗送到了李冰磊手中。

像这样的事情，从 2021年 8月驻村以来，
前前后后办了多少件，有的连李冰磊自己也记

不清了。

7组脱贫户余满仓患有重症，2年来看病
已花了不少钱。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李冰

磊多方为他联系协调各类救助，先后为他协调

社会捐助 1000元，并为他申请了 2800元困难
临时救助，积极为他争取了 7283元防贫保救
助资金，协调董沟村致富能手为他捐赠了 50
余份米、面等生活物资。“为了给他争取防贫保

资金，所有的资料都是我帮助他填写的，一直

到资金到他的账户上了，他本人还不知道。”李

冰磊回忆说道。

村民徐连家里有 2名残疾人，还有 2个孩
子在上学，开销很大。他家中的房屋需要维修，

但因为钱没凑够，修房子的事儿一直往后拖。

李冰磊走访时了解到徐连

家的情况后，多方努力为她

凑了维修费用，又联系施工

队加紧施工。“去年秋季给

她家修房屋时，她一家人没

地方住，我让她一家搬到村

委会，一直住了 20多天，房
子修好后才搬回去。”

哪家的孩子辍学了，哪

个村民需要找工作、谁家有

位老人年纪大了打疫苗行

动不方便……这些看起来

很琐碎的事情，李冰磊却记

得清清楚楚。

“越是弱势的村民越需

要重点关注，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和关怀及时送到他们身边，这才是最重要

的事情。”李冰磊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李冰磊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只要把

村民的冷暖放在心上，力所能及为群众办一点

实事，就无愧于驻村的职责。

董沟村地处虎狼爬岭，以坡地为主，地里

石头多，土地贫瘠，水利又跟不上，村里青壮年

大多外出务工。在村两委会的支持下，李冰磊

与村干部一起多次到附近的严子河实地走访

调查，寻找水源。目前，已在河边的一处机井旁

找到了水源，“原来的机井架设有 2000米的管
道，水可以引到坡上，发展养殖业和果园，但是

遇到旱天往往水量不足。我们准备在这个机井

旁再挖一个深水塘，将两个地方的水并到一起

往坡上供水，保证养殖业和林果业灌溉用水。”

目前，工程建设的 6万元费用已协调到
位。在李冰磊的设想中，有了水的董沟乡村振

兴越来越有希望。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组织派我到村里

来，就是让我好好为董沟村服务、为群众服务

的。为群众办实事，要用心用情用力，把理想信

念转化成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不仅是我们的

工作更是我们驻村人的使命和责任。”李冰磊

话语坚定而充满信心。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胡克亮

7月的城市中央公园,湖面荷花盛开，人们在
观赏游玩的同时，经常会看到一些撑着小船游走

在湖面的河道清理工人。他们身穿橘红色的救生

衣，用手中的长杆有序清理湖中水草，他们与美

丽的园景交相呼应、人景相融，形成了别样的美

丽风景。

今年 55岁的高留明便是园区河道清理工中
的一员。“我干清理工作已经有 4年了，中央公园
公园面积大河道也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高留

明一边清理水草一边向站在岸边询问的记者介

绍说道。

高留明说，每年 3到 10月，随着气温逐渐升
高，水草生长进入旺季。为了保障园区的水生态

环境，防止水草腐烂变质，确保园区河道的水质，

有一个清澈的水域，他们每天都要对园区河道内

的水草不间断循环清理。10月到第二年的 2月，
天气逐渐转冷，园区湖边栽种的香樟和芦苇等植

被会逐渐变黄、枯萎，他们要收割清理，以便来年

长出新的植被。

“在园区维护管理的工人很多，我们河道管

理工人有将近 80人，大部分都是附近村庄的居
民。”高留明告诉记者，他是附近风穴路街道吴洼

社区的居民，据他了解，单他们村在中央公园园

区工作的村民就有上百人。

高留明的妻子也在云禅湖园区做环卫保洁

工作，一天的工资是 60元。每天工作 8小时，工
资按天算，家里有事了就休息一天，中间也不耽

误接送孙女上下学。

“像我这个年龄，有份工作干已经很不错了，

况且离家近，工作还自由，顺便还能照顾好家庭，

我觉得很知足。”高留明说，中央公园的建设不光

给城市创造了优美的环境，还给附近的居民提供

了工作岗位，这是让群众双重收益的好事。

当记者问起平时工作累不累时，高留明呵呵

一笑乐观地说：“咋说哩，这个要看心态。我这个

年龄还能干动，在家闲着也无聊，出来做点事情

还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小船滑行经过记者跟前时，虽然有草帽的遮

挡，但还是能明显地看到，高留明因长期在太阳

下劳动暴晒使他的脸庞黝黑。只见他白色的衬衫

早已被汗水浸湿，紧紧地黏附在身上，衬衫下黑

红的皮肤是他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最好体现。

“我这个岗位一天的工

资是 100元，工作中没有人
监督，全凭自觉。下班时把自

己干的活拍照发到微信工作

群中，会有专人去统计。一天

干多少活，咱要对得起人家

给咱发的工资。”高留明说，

只要踏实干，生活肯定是越

来越好。无论是生活还是工

作，心态很重要，心态好、心

态正，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

解。

说话间，一阵微风吹过，幽静的湖面荡起阵

阵涟漪。高留明撑着竹竿向湖中心划去，在他身

后盛开着成片娇艳欲滴的荷花正随风摇曳，仿佛

是在为劳动者起舞致谢。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高留明

只要踏实干，生活会越来越好

“宋书记来了，赶快吃块瓜，解解渴。”

近日，焦村镇邢村，在去往桑叶鹅养殖场的路上，宋建召遇见了

正在给 2名帮工切西瓜解暑的南醒。看见宋建召过来，南醒赶紧从凳
子上捧起三牙红瓤西瓜，亲热地迎上前去。

连续多日的暑热，似乎也被这甘甜清凉的西瓜瞬间驱散。

南醒今年 52岁，是邢村的桑蚕养殖户，比她小一岁的丈夫石金
炳早先在外面工地做钢筋工，村里开始按照镇里的规划发展蚕桑种

养业后，石金炳便回村包了一座半大棚、流转了十六七亩地养蚕种

桑。

蚕桑种养业是邢村多元化发展产业、千方百计促进群众增收的

一个见到了真金白银的项目，此外还有小麦深加工、光伏发电等项

目。

宋建召今年 53岁，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之前，干过
20多年村民组长。他感慨地说：“不好干。当组长，一二百口人盯着你，
当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全村几千口人盯着你，怎么办，只有一心一意

谋发展好好干，才能对得起父老乡亲的信任。”

作为邢村党支部的一“班”之长，宋建召秉承这个信念，带着邢村的

89名党员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
烈烈，成效显著。

但每一次面对上级党组织的表彰和乡亲们的夸赞，宋建召总是把

功劳记在了市财政局及派驻邢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名下。

的确，作为对口帮扶单位，市财政局是邢村脱贫攻坚和目前进行的

乡村振兴两大战役不可或缺的力量，但邢村党支部这个中流砥柱的战

斗堡垒，则发挥了引领作用。

去年年底，邢村开始利用冬季这个蚕桑种养空档期，发展大棚赤松

茸种植项目，选定以粉碎的桑树枝条为基料。今年 3月 1日，大棚赤松
茸开始出菇，产量、价格均高于预期，试种成功。

“早几年，邢村按照镇政府的规划开始发展蚕桑种养业，桑叶、桑树

枝条都是中药，桑叶炒成茶、桑树枝条切成片卖了。”宋建召说：“现在可

是一点儿都不浪费，碎渣和末成了培育赤松茸的好基料，这桑叶对于乡

亲们来说都‘金贵’着呢。”

“试种成功接着就要推广，这样我们的养蚕大棚在头年 10月到第
二年 5月，就不会空闲了，一年四季，每季都有收入。”宋建召开心地说，
包括移民创业产业园的大棚在内，邢村一共有 66座大棚，在桑蚕种养
空档期种植赤松茸，算一算收入，可真不少。

走进桑叶鹅养殖场，挂满油绿油绿桑叶的枝条下，是成群结队的白

色大鹅，或饮水或咀嚼桑叶或昂首踱步。

村民魏孟强，今年 51岁，养鹅已有 10多年，并于 2017年创办河南
润豫农牧有限公司。今年，魏孟强和妻子娄新红相中了邢村的桑树种植

项目，与宋建召一拍即合，由娄新红挂帅成立了鑫宏生态养殖家庭农

场，专门在林下养殖桑叶鹅。

据介绍，蛋白含量较高的植物原料，作为非常规饲用资源，有产量

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等特点，在反刍动物、猪和家禽养殖中，应用价

值极高，前景广阔。魏孟强说，邢村种植的蚕桑也是蛋白桑，是草食性动

物的好饲料，长得快。鹅，在市场上广受欢迎，有那句话“吃鹅肉不咳

嗽”。

鑫宏生态养殖家庭农场是魏孟强、娄新红夫妻，在邢村投资兴办的

桑叶鹅示范养殖场，75天出栏一批。
娄新红说，村里在水电路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能做到的都尽力

帮助了。这些天，她筹划着在养殖场门口立起一块牌子，介绍推广桑叶

林下养殖鹅项目，为邢村的乡亲们增收和乡村振兴，出一把力。

说起产业发展，村里的脱贫户辛文奇也有话说。

辛文奇今年 48岁，有 5个孩子。2018年，其妻子积劳成疾，撒手而
去。彼时，这个家最小的儿子才 3岁。为了帮助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脱
贫，宋建召结合多年调猪的经验，与时任驻村第一书记卢占利建议辛文

奇不再养猪，改养牛。养牛和养猪相比，虽投入不相上下，但风险比养猪

小。辛文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如今，养牛事业发展的风生水起，小日子过

得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看到乡亲们通过种植、养殖走上了致富路，宋建召打心眼儿里开

心。接过南醒递过来的西瓜，他流着汗水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菊花。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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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致富“领头雁”

李冰磊（中）帮助小雨做亲子鉴定

工作中的高留明

桑叶鹅

宋建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