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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洪攀 姚茂强

近年来，平武县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精准施策、
聚力攻坚、连续作战，推动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
就，2019年4月，平武县被省政
府批准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整个脱贫攻坚过程中，平
武县委组织部建立组织、责任、政
策、督查、奖惩“五大体系”，确保
靶向攻坚。建立“双70%”工作机
制，统筹组织、干部、人才资源，分
阶段开展“干群结亲帮、携手奔小
康”系列活动，将组织资源转化为
攻坚合力。5年来，全县27名第
一书记、4名村支部书记、154名
脱贫一线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组织工作前移
贫困村设立前线指挥部

“干部就是脱贫攻坚的领
头羊，成绩突出说明干部是把心
思放在脱贫上的。”平武县委组
织部常务副部长刘鹏说，为抓好
脱贫攻坚工作，县委组织部建立

“双 70%”工作机制，要求 70%
的干部到脱贫攻坚一线，70%的
精力放在脱贫攻坚一线。

平武县锁江羌族乡三丰村
和立堡村是平武县委组织部定
点帮扶的两个村，这里距平武

县城116公里。为了认真落实
“双70%”制度，2018年8月，组
织部在立堡村旁租了一栋民
房，在村委会借了4张桌子，在
学校借了15架高低床，就搭起
了组织部驻村帮扶指挥部，也
置办起了组织部各业务股室和
全县“五个一”协调小组办公室
的临时办公场所。

30名组工干部白天走村串
户，和乡亲们拉家常、讲政策、
修房屋、谋产业；晚上和帮扶干
部梳理问题、研究工作、抓日常
业务，白天“走、干、讲”，晚上

“读、写、想”，成了组织部干部
的工作常态。

刘鹏说，逢场赶集的时候，
总会有乡亲来指挥部坐坐，有
时从摩托车上卸下一口袋土
豆，有时从背篼里抱出一大捆

白菜，“群众的心意，组工干部
感谢之后照单全收。”等下次入
户的时候，干部就提着米、油和
棉被，又“走亲戚”去了。驻村一
年多，组工干部深刻感受到，能
做好参谋、会写好文章的干部能
够得到领导肯定，但是会说群众
话、能唱群众歌的干部更受群
众欢迎。只有实实在在做到真
蹲实驻、真帮实促，才能把帮扶
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儿上。

为老百姓谋出路
第一书记奏响山村“求变曲”

2019 年 8 月，平武县委组
织部组织室干部陈国玉临危受
命，到锁江羌族乡立堡村担任
第一书记。

“立堡村是省级贫困村，村
民收入低、基础设施差以及村集

体经济薄弱，是当时村里最明显的
状况。”陈国玉说，村里老弱病残
人员比重大，劳动力文化素质偏
低，村民思想消极保守，全村发
展一直难以找到突破口。

陈国玉决定发挥自己作为
组工干部的优势，以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为突破口，指导村组
干部开展工作。他积极申报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新
建肉牛集中养殖场一处，并改
变“中蜂”养殖传统模式，将村
集体的“中蜂”承包给农户，农
户按“中蜂”盒数上交蜂蜜，确
保了村集体经济有收益。

在脱贫摘帽攻坚年期间，
陈国玉和 30 余名组工干部驻
扎在村，脱下皮鞋、戴上草帽，
帮助贫困户建新房、打院坝，扫
卫生、忙农活，真正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说“群众话”、干

“群众事”、讲“群众情”，单位上
的业务精英、业务骨干，一年下
来就成了“水电工”“泥瓦匠”，
给帮扶对象搬砖搅灰、砌院墙、
打院坝，爬坡上坎、打菜籽、收
土豆，成了干农村工作的一把
好手。

2021 年，陈国玉被评为四
川省优秀第一书记。

改善基础设施
组工干部助推脱贫攻坚

一条条通村入户路连接到
每家每户，一幢幢青瓦房点缀

在青山绿水间、一个个逐渐发
展起来的产业基地……走进锁
江羌族乡立堡村，看到、听到、
感受到最多的就是这个位于大
山里的山村的点滴变化。

2019 年，立堡村实现人均
可支配收入9657元，较2014年
的 4731 元 增 长 了 104.12% ，
108 户农户购买了摩托车，17
户农户购买了小汽车。帮扶干
部在脱贫攻坚期间，帮助村里
改建村组道路、蓄水池、沼气
池、电网改造、通信建设等具体
情况，5 户农户新建了房屋，
136 户农户对房屋进行了改造
提升，全村没有一户住房困难
户；实施了安全饮用水工程项
目建设，全村没有一户饮水困
难户。

近年来，立堡村在帮扶干
部的指导下，种植起了芍药、重
楼、厚朴、毛叶山桐子等中药
材，并利用林地发展李子树、梅
子树、核桃树发展“金果林”产
业。同时通过农技培训，发展
中蜂、肉牛产业。“看着老百姓
一天天的变化，自己的付出值
得。”陈国玉说。

在脱贫攻坚中，县委组织
部在锁江羌族乡立堡村，以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三风”主题，开展村规民约体
系、道德评价体系、乡风监督体
系“三大体系”建设促进乡风文
明工作，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

平武在脱贫攻坚中建立五大体系

把组织资源转化为攻坚合力

从“外乡人”变成“凉山好汉”

援凉民警丁勇投身脱贫攻坚第一线

四川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特别报道

平武组工干部帮助群众加固房屋。

4 月 22 日，四川省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成都
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局现场
勘查大队副大队长丁勇获得四
川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殊荣。

现场，丁勇身着警服，胸戴
红花，一脸自豪地告诉记者：“我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载入
史册的脱贫攻坚战当中，以往我
是负责技术工作，这三年的经历
是对自己很好的历练。”

2018 年 6 月，成都市公安
局法医专家丁勇主动报名援凉
综合帮扶，于2018年6月29日
被选派到金阳县尔觉西乡挂职
禁毒防艾副书记，他迅速转变
角色，克服重重困难，投身于脱
贫攻坚工作第一线。

积极学习彝语
他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

金阳县地处凉山州的东部
边缘，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坝和
台地仅占 0.23%，位居金沙江
北岸大小凉山交界地带，自然
条件恶劣。

当地人常说：“不停水、不
停电不是金阳县”，这里是凉山
州最贫困落后的“东五县”之
一，也是全国深度贫困县，更是
2020 年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
主战场之一。

丁勇所到的尔觉西乡幅员
面积 65.2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2030米，辖区5个行政村，全乡
户籍人口1057户5371人，全属
彝族，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34 户 3049 人，当年贫困发生
率53.05%。

初到尔觉西乡，丁勇发现，
民房、学校、政府全部位居陡

坡，“之”字形道路从悬崖上硬
生生开凿而成，路上滑坡、滚石
时有发生。乡里时常停水、停
电，洗澡、洗衣服都很不方便，
饮食习惯也有很大差异，但丁
勇和一起援凉的省综合帮扶队
员们坚持住在乡里。

丁勇心里明白：人生地不
熟，想干好工作，离不开当地村
干部的帮助和支持。为了积极
融入当地，丁勇与综合帮扶工
作队员们学起了彝语。

当把“大爷”换成“阿普”，
把“谢谢”换成“卡莎莎”，临别
说上一句“孜莫格尼”等语言

上的转变，让他与当地干部群
众有了共同语言，他从一个“外
乡人”变成了“凉山好汉”，渐渐
赢得了当地领导干部和群众的
认可。

传授宝贵经验
破获肇事案锁定嫌疑人

作为一名法医，面对金阳
县公安局法医技术薄弱的现
状，丁勇倾尽自己所学，向他们
传授技术，还为他们购买法医
专业书籍，答疑解惑，并多次参
与现场勘查，将宝贵的经验一
一相授。

2018 年 7 月 16 日，金阳县
丙乙底村至丙底乡政府方向 2
公里处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
故，肇事车辆逃逸，事故导致一
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该起
交通事故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
事逃逸案，肇事车辆属于大型
车辆。

丁勇主动参与现场勘查和
分析，很快就锁定了嫌疑车辆，
但驾驶员却极力否认。交警对
车辆进行了仔细检查，但没有
发现任何线索。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作
为一名老法医，丁勇有着丰富
的勘查经验。他意识到车辆肯

定有问题，于是，他再次对车辆
进行了检查，在嫌疑车辆缝隙
中发现了线索，“有一些很细碎
的东西，我闻了闻气味，判断应
该是人体组织。”丁勇说。后经
过检测，证实了丁勇的判断，面
对证据，驾驶员承认了自己肇
事逃逸的事实。

积极联系
多方努力募集图书

除了干好分管工作外，丁
勇还积极参与纠纷处理、控辍
保学、全民体检、农民夜校等工
作，在丁勇和同事们的不懈努
力下，尔觉西乡悄然发生着一
些变化。

2019 年 4 月和 2020 年 6
月，丁勇先后争取到“中共司法
鉴定科学研究院党委”和原工
作单位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的大力支持，以及爱心人士踊
跃捐助，共为尔觉西乡中心校
及 9 个幼教点捐助各类图书
3000多册、助学金9000元、36
套玩具及100多套书包等学习
物品。当当地学校的小朋友拿
到图书，一声声地说着“卡莎
莎”时，丁勇眼睛湿润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晓璐

丁勇
成都市公安局法医专家

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成都市公安局法医专家丁勇（左）主动报名援凉综合帮扶，投
身于脱贫攻坚工作第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