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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口碑（上）

——记渠县岩峰镇大田村第一书记黄泽栋
□税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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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记回来了！”“黄书记回来了！”
2020年春节前夕，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侯志明同志带

队，党组副书记张颖及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行四十余人，来到已
经退出贫困村序列的对口帮扶村——达州市渠县岩峰镇大田村，
开展“过年走亲戚，送文化到大田”活动。车到大田村党群服务中
心，早已经等候在此的村民纷纷上前，迎接自己家的“城里亲
戚”。创联部副主任黄泽栋一下车，就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
家热情将他围住，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

黄泽栋，男，河南光山人。1972年出生，1991年应征入伍，
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任战士、司务长、助理员
等职，2011年转业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工作。2015年8月，下派
到达州市渠县岩峰镇贫困村大田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一干就
是三年。把一腔热血和全部精力投入到脱贫攻坚战斗之中，与村
两委班子一起，带领群众共同奋斗。在2017年12月22日，最终
让大田村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受到了各级组织和大田村群众的
一致好评，并与大田村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
话该怎么说？

2
向北方长跪

2015年7月，黄泽栋接到下
派任务时，正为家里的事发愁。
愁什么呢？妻子没有固定工作
和收入，正上高一的儿子正值青
春叛逆期。在儿子眼里，家长就
是“敌人”，凡是家长说什么都反
对，凡是家长做什么都是错的。
一家人被弄得鸡飞狗跳，就在这
节骨眼上，黄泽栋却要下派去几
百公里外的渠县乡村，而且一去
就得两年。在爱人眼里，他这是
一拍屁股，躲得远远的，把儿子
丢给了她一个人。高中阶段，对
于一个人的成长相当关键，父亲
不在位，儿子怎么办？家怎么
办？妻子是不情愿黄泽栋下派
的。但是，黄泽栋是军人出身，
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小家庭利益
发生冲突时，他毅然选择了集
体利益，他把家里的矛盾和困
难深藏在心中，向单位领导“谎
称”老婆孩子都非常支持下派；
另一方面，黄泽栋在家里再次

“撒谎”说：“必须服从组织安
排，脱贫攻坚是全国的大事，不
能由着自己想去就去，不想去就
不去。”就这样，连唬带骗，在妻
子的眼泪中拖着行礼箱，丢下儿
子，离开了家。

黄泽栋到任后，非常注重调查
研究。大田村，全村10个村民小
组，总人口952户3527人，其中有
贫困户205户760人，贫困发生率
为21%，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要
开展扶贫帮扶，首先要摸清最全
面的一手资料，要想带领大田村
脱贫致富，必须得搞清全村情况，
对症下药。当年的夏天，十分酷
热。村民们说，那段时间，在大田
村的村舍院落、田间地头，经常能
见到黄泽栋汗流浃背的身影！

“老乡，我姓黄，是四川省作
家协会派到村里的扶贫干部，有
什么困难你说！”这是黄泽栋走访
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第一次大
走访，用了近两个月时间，952户
无一落下，大田村人都熟悉了这
位一口河南话的“第一书记”。

大田村位置偏僻，人口多，

贫困程度深。70多岁的李太忠
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么
多年了，自己年轻时连房子都没
修好过，现在老了，他更管不了
那么多。当黄泽栋得知他家房
屋破旧急需维修，专程前往了
解，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原来，李太忠的儿子四十多
岁还未娶妻，老爷子最忌讳别人
说他家穷，听说扶贫干部上门，自
然没什么好脸色。因为当时在李
太忠心里，他认为黄泽栋来他家
走访，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又不
能真正为他重修新房。

虽然贫困户不领情，但是黄
泽栋并没有放弃，要做好帮扶，首
先要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就是
要为贫困户做实事。什么是实
事？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黄
泽栋想，你不信任我，我还非得帮
你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不可，你
以为我不能帮你修好房子，我就
是要帮你把房子重新修了才行，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脱贫第一书
记，就是要敢于攻坚克难，要不，
怎么叫“脱贫攻坚”呢？

黄泽栋会同驻村工作组的
同志，还有村支两委的同志，跑
手续、找资金，联系施工队……
黄泽栋背着老李一家做好了房
屋改建维修筹建工作。正式动
工那天，李太忠老人感动得半天
说不出话来。仅仅用了一个月，
紧挨着李太忠老屋旁，两间砖瓦
房就正式落成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李
太忠老人搬家两星期后的一个
雨夜，原先居住的老屋轰然垮
塌。望着一地断垣残壁，李太忠
和家人都掉下了眼泪。打那以
后，李老爷子逢人便说：“是黄书
记救了我们一家人！”他还编出
一些顺口溜来，夸党的扶贫政
策，夸黄泽栋：

党和政府好，第一书记户户
跑。不抽群众烟，不吃群众饭，
不喝群众酒，只握群众手。扶贫
效果好，人又很能干，真是一个
好党员！

“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脱贫攻坚是全国的大事，不能由着自
己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大田村第一书记黄泽栋

刚到大田村时，由于当地人对外来人还不熟悉
和了解，有时也会产生一些误会。黄泽栋给自己定
下来大田村的目的：“三好四给”。

“三好”即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四给”即给
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在大田村
三年以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通过为群
众办一件件小事，为村里办一件件小事，为贫困户
和非贫困户解决一道道难题，为村里解决一道道难
题，最终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由当初的另
眼相看到后来的刮目相看，用实干的精神，为自己
赢得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2015年12月，噩耗从遥远的河南传到了渠县，
黄泽栋的爷爷去世了。

黄泽栋小时候，父亲在部队当兵，他是爷爷带
大的，跟爷爷感情非常深。爷爷从小就疼爱他，他

也爱爷爷。小时候上学，爷爷都要送他到学校，下
午再到学校去接。后来爷爷老了，黄泽栋也渐渐长
大了，不管是上初中还是上高中，每天黄泽栋上学
时，爷爷都要送他到村口，放学回家，爷爷也会在村
口那棵大槐树下等他。

后来当了兵，成了家，又转业留在四川，见爷爷
的时间和机会更少了，虽然在下派前黄泽栋知道爷
爷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也预料到爷爷可能日子不多
了，但没有想到他走得那么急，以至于最后一面也
没见着。

黄泽栋是长房长孙，按河南老家规矩，他是爷
爷葬礼上的重要角色，是不能缺席的。当黄泽栋的
父亲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告诉他爷爷去世的消息
时，黄泽栋正在召开村社干部大会，他以退伍军人
的坚强和毅力，强忍着想要流出的泪水，仍旧继续
开会，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去，还是不回去，当过兵的父亲，叫黄泽栋自
己拿主意。怎么办？爷爷自然重要，可是村里扶贫
工作更重要，自己才来村里几个月，好多事情刚刚理
顺，若是这时回去参加爷爷的葬礼，按老家风俗，要
停灵做法事，一做得几天，再加上路途，一个来回要
十余天。再说，自己也是共产党员，应该以大局为
重，于是安慰了父亲几句，劝他们一切从简。自己晚
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向着北方，哭着长跪了一个多
小时，算是向爷爷赔罪。然后第二天，又继续投入到
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各种资料信息的录入之中……

那天晚上，黄泽栋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居然见
到了爷爷，爷爷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表扬他做得
对，并鼓励他为大田村老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实事，
要他把大田村的百姓，当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

有了爷爷这份肯定，黄泽栋更加努力工作，他
得对得起爷爷的嘱托，他得真正把大田村百姓当亲
人对待。

贫困户张小军左腿残疾，无法行走，妻子抛下
他和双胞胎儿子离家出走，全家生活举步维艰……
黄泽栋主动把张小军纳入自己的帮扶对象户，多次
登门谈心交流，并赠送生产生活物资，鼓励他自强
不息、勇敢面对生活，同时还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让
他们一家住进了新房。张小军感动地说，要不是黄
书记的帮助，真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以后再不能

“破罐子破摔”了，无论如何也要活出个“人样”！
在大田村，像李太忠、张小军这样的贫困户，在

黄泽栋真心帮扶下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很
多。黄泽栋还利用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动身边的朋
友、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共筹集资金超2万元。

2018年元月，得知黄泽栋下派两年后，又“超
期服役”一年也满了，不得不回单位时，张小军到镇
上给黄泽栋赶制了一面锦旗，上书十个大字：“心系
贫困户 人民好公仆”。

“要不是黄书记的帮助，真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以后再不能‘破罐子破摔’
了，无论如何也要活出个‘人样’！” ——大田村一组贫困户张小军

鸟瞰退出贫困村序列后的渠县岩峰镇大田村。李太书 摄

2018年1月，大田村1组建档立卡贫困户张
小军（左）向黄泽栋赠送锦旗。 照片由大田村提供

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执笔者）为村民撰写
春联。 税清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