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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
脱贫攻坚战。4月21日，示范区全面加强精准扶贫工

作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向
更深层次推进，向最难啃的“硬骨头”精准发力。
经过半年多的攻难克坚，杨凌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
著，涌现出一批批冲锋战斗在扶贫工作第一线、敢

于担当的先进工作者，有力推动了精准脱贫工作。
为让榜样的力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吸引更多的
人投身于扶贫攻坚战斗中，本报今特推出一批扶贫
一线的典型人物予以宣传报道，敬请关注。

“拖地、擦桌子……”一进门，
揉谷 镇 新 集 村 精 准 扶 贫 工 作 组 组 长
高召 儒 和 扶 贫 组 成 员 们 就 开 始 忙 碌
起来。

“高组长，太谢谢你们了，前两
天刚送来一辆轮椅，今天又过来照顾
我，让你们费心了。”在新集村村民张
宝来家中，看着扶贫组成员忙着帮自
家打扫卫生，张宝来眼含热泪，不住
地说着感谢的话。

63岁的张宝来患有肺气肿，每天
需要吸氧治疗，妻子做环卫工作，女
儿已出嫁，儿子在西安打工，平时依
靠低保和妻子的收入生活。

匆匆打扫完卫生，工作组成员耐
心地询问起张宝来家最近的情况，向
他讲述扶贫政策。“你这房子是享受
杨凌 五 大 扶 贫 办 法 中 的 住 房 保 障 政
策去年刚建的。”“我们查到阿姨去
年每月的工资是1150元，你看这是单
位出的证明……”高召儒认真对照核
实表 中 的 每 项 内 容 逐 一 核 对， 并 不
时联 系 相 关 部 门 和 单 位 ， 收 集 相 关
资 料 信 息 ， 在 所 有 项 目 完 成 之 后 ，
张宝 来 查 看 识 别 情 况 并 签 了 字 。 对
照 《入户调查核实表》，高召儒他们按
标准一一进行识别。

记者在填写好的入户调查核实表
上看到，户主姓名、家庭情况、种植
作物品种及面积、养殖种类及数量、
房屋面积及结构、2016年家庭经营性
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
移性收入、全年收入合计及人均收入、
是否存在“九不准”现象、2016年享
受的帮扶政策等都一目了然。除过每
户户主签字确认外，参与调查人员也

必须签字确认，并且要注明详细的填
表时间。

“ 精 准 识 别 是 脱 贫 攻 坚 主 要 任
务、是基础，只有精准识别才能制定
出精准的帮扶措施，最终才能实现精
准脱贫。”高召儒说。为了实现贫困
人口数据筛选的“准”和“实”，他
们 多 次 进 村 入 户 调 查 摸 底， 完 善 信
息 ， 做 到 “ 不 漏 报 一 人 、 不 错 报 一
人”。村民郑某某，户口簿上登记有
郑某某老两口、两个孙子及儿媳妇五
个 人 ， 如 果 按 户 口 簿 上 登 记 人 数 核
算，郑某某家符合扶贫标准，经过扶
贫 工 作 组 从 村 组 、 亲 戚 朋 友 处 了 解
到 ， 郑 某 某 的 儿 子 虽 然 没 有 登 记 在
户 ， 但 他 是 郑 某 某 家 中 的 主 要 劳 动
力，在苏州一家单位上班，每月收入
3500元。经过多次与其儿子及其单位
电 话 、 短 信 联 系 ， 新 集 村 村 委 会 主
任 、 党 支 部 书 记 签 字 ， 村 委 会 盖 章
后，确定郑某某家不符合扶贫标准，
将其剔除出扶贫名单。

“从机关单位到农村基层，服务
的对象变了、工作生活环境也都变了，
所以说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我认为，
只要我们用心用情把贫困群众当亲人，
把贫困群众的事当家事，就一定能把
扶贫工作做好。”高召儒说。

新集村的精准识别工作只是杨凌
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自精准识别工作开展以来，杨凌135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可见扶贫干部
的身影，调查摸底、核查资料、完善
信息、制定帮扶措施、帮助群众精准
脱贫……

用心用情精准扶贫
———记揉谷镇新集村精准扶贫工作组组长高召儒

本报记者 王晓艳

“咱开个短会，围绕第三季度交叉检查
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整改措施，大家都发表
一下意见。”10月21日下午，刚刚完成自行
车赛道演练任务的陈丙利，顾不上喝一口
水，快步走进社区党员会议室召集开会。

“习惯了，习惯了！”谈起高强度的工
作任务，陈丙利笑呵呵地说。今年58岁的
陈丙利，是李台街道办邰东社区党总支书
记，有着10年的基层书记工作经验，今年4
月他又响应全区脱贫攻坚号召，担任扶贫
干部肩负起社区的精准帮扶工作。暑往寒
来，陈丙利和其他扶贫干部一起，始终奔
忙在杨凌脱贫攻坚第一线，把全部的工作
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帮扶事业上，带领
困难群众找出路、想办法，向贫困发起

“最后一战”。
作为全区最大的一个安置社区，邰东

社区安置了5300多名群众，由于居民收入
较单一，整个社区仅贫困户就有37户。如
何扶真贫、真扶贫，让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不落一户是摆在陈丙利和扶贫组其他成员
面前的一道难题。

万事开头难。“心里真是一点儿谱都
没有。”陈丙利告诉记者，扶贫工作刚开始
时，没有可用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他
只能和同事们，挨家挨户走访了解，调研
基本情况、分析致贫原因、宣传脱贫政策，
为每户贫困户建立起扶贫台账，记录帮扶
措施和落实情况。

社区里好多居民白天都在上班，他们
只能利用居民下班时间和晚上吃饭时间走
访，常常走访到晚上九、十点，再回到办
公室更改数据、总结当天工作。就这样没
黑没明地连轴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居民们
看到了他们是真扶贫，不是走过场，纷纷
被他们这种精神所感动。居民们认可了，

至此他们的工作局面也打开了。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为了给贫困户提

供分类帮扶措施，陈丙利的工作日也由最
初的挨家挨户走访转为四处奔波：到社区，
走家串户，为贫困户逐人逐户解决困难；
到企业，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联系对口
工作；到政府各部门，楼上楼下轮番跑，
争取支持和项目；即便是回到家，还要坐
在桌子前继续写材料，总结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和安排好亟需解决的各项工作。

“刚开始还有意见，三个孙子都丢给我
一人照顾，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干就要给
人家干好。”谈起陈丙利，老伴笑着说。

不误春花，自有秋实。在陈丙利和扶贫
组其他成员的努力下，邰东社区的扶贫工作
有了很大的起色。“45岁的张元厂，在社区
公益性岗位上工作，他自愿退出贫困户，把
党的好政策留给更需要的居民；63岁的陈民
生，现在像换了个人一样，精神状态非常
好，生活也有了盼头……”现如今，说起社
区的精准扶贫工作，陈丙利侃侃而谈、如数
家珍。截至目前，他们已将9户10人安排在
社区公益性岗位上工作，为1人联系了社区
附近的企业，计划年底减贫16户。

虽然距离2018年整体脱贫的目标又迈
进了一步，但陈丙利说他们的任务依然艰
巨。“扶贫工作只有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效，才能真正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半年
多的扶贫工作，让陈丙利对社区的居民有
了一份更深更特别的感情。面对脱贫现状，
这位58岁的关中汉子坚定地说：“不管是
依托就业帮扶，还是通过教育助推、健康
扶贫等各项政策扶持，都希望社区的贫困
户能和他一起，有脱贫的信心、用致富的
办法，最终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奔忙在扶贫一线的“老书记”
———记扶贫干部、李台街道办邰东社区党总支书记陈丙利

本报记者 王晓艳 李宁

心系帮扶群众 扶贫助困暖人心
———记揉谷镇姜嫄村扶贫干部马亚强

本报实习记者 曹冰清

“精准扶贫政策就是好，扶贫干部
真心实意帮我们办事情，包抓我家的示
范区公安局领导隔三差五就来问看还有
啥需要帮助的，精准扶贫真是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真心感谢党、感谢政府。”近
日，揉谷镇姜嫄村村民马金锁眼泛泪花
告诉记者。

2013年元旦，马金锁的女婿沈小阳查
出了尿毒症。自此以后，三年多的时间
里，沈小阳每星期都要去医院透析三次，
一个月光透析费用就接近1万元，儿子上初
中，妻子摆摊卖早餐，巨大的经济压力让
一家人陷入愁苦之中。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后，包抓干部、
示范区公安局副局长马亚强多次到沈小阳
家中走访慰问，了解实际情况，帮助这一
家人渡过难关。马亚强积极联系学校，借

助教育助推计划免除了沈小阳孩子沈浩的
学杂费和食宿费用。又多次与杨陵区民政、
卫生和揉谷镇等部门联系沟通，尽最大能
力在大病救助、医疗保障和民政救济等方
面争取政府帮扶和支持。

“扶贫不能搞形式主义。党和政府下
大力度开展扶贫工作，村民也对我们寄予
很高的期望，咱要尽心尽力，帮助贫困户
早日脱贫致富，这是包抓干部的责任。”马
亚强说的质朴，做的实在。

今年8月，医院为沈小阳匹配到了合
适的肾源，并成功为其实施了换肾手术。
10 月18日，马亚强将争取到的3.8万元大
病 救助 款 交到 了沈 小 阳的 手 中， 并 鼓 励
他 增强 信 心、 乐 观向 上， 相 信在 党 和 政
府 的帮 助 下一 定会 渡 过难 关 ，迎 来 新 的
幸福生活。

在杨陵，可能有人不知道王双科这
个名字，但是一提起梁氏窑，大家都会
竖起大拇指，说梁氏窑社区的群众有福，
生活富裕。而这为人艳羡的背后，都离
不开王双科的辛勤付出。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
富。”这是王双科经常说的一句话。在王
双科担任社区主任后，他全力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只要是村里群众迫切需要，
他都慷慨解囊、倾力相助，为村里办了
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

“不抛弃每一户贫困户，不放弃每
一个贫困人口”，这是王双科对精准扶贫
工作的态度。自全区打响精准扶贫攻坚
战以来，王双科立足岗位，主动作为。

4月26日，梁氏窑社区工作组进驻社
区后，王双科积极做好扶贫工作的对接，
对社区的基本情况及精准脱贫帮扶对象
进行全面介绍。他不躲不靠，组织社区
三委会配合工作组积极开展入户核查和
数据清洗工作；主动出击，多措并举，
用1 个月的时间使社区的精准扶贫对象
核实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六清一实”
要求全面得到落实。

王双科告诉记者，精准扶贫就是
改“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是集
中各种资源，对症下药、攻坚克难的
过程；是区分不同情况，因情定策、

补齐短板的过程；在全区精准扶贫数据清
洗工作启动后，他勤学善思，钻研业务，
协同驻社区工作组，逐户调查，摸底核
算，科学识别建档立卡，分类管理通过数
据清洗核实，做到帮扶对象精准化。

在入户开展数据核实工作中，王双
科及时给群众宣讲精准扶贫政策规定，
避免群众因信息不畅产生对立面情绪，
不配合调查；在走访过程中，积极征求
群众建议，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能解答的
现场进行解答，解答不了的记录下来，
上报上级部门。

在精准扶贫数据核实工作中，王双
科协助工作组针对各户存在的不确定问
题，逐条确认，逐项核实，以办案的工
作要求，通过和所在单位联系提供工资
发放表核实收入、和政府职能部门核实
帮扶政策落实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到扶
贫户老家扶风、咸阳、三原等地核实情
况、核实公租房使用情况等方式，对存
在疑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获得了
有法律效力的第一手资料，保证了调查
数据的真实性。

王双科同志作为一名生在农村、长
在农村的普通基层干部，在平凡的岗位
上扎实苦干，在脱贫致富的行程中积极
作为。在王双科同志身上，民本是其思
想基础，实干是其公仆情怀，创新是其

不懈追求。面对社区精准扶贫工作
稳中有进，他从不止步，更不自
满，正如他所说的“责任使命在肩
头，脱贫致富在路上”。

责任使命在肩头 脱贫致富在路上
———记扶贫干部、梁氏窑社区主任王双科

本报实习记者 曹冰清

（上接第一版） 抓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
设。杨凌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扶贫力度，在实
现省内56个国定贫困县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
设全覆盖的基础上，新建基地45个，实现了
对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四川、重庆6省
市秦巴山区75个贫困县科技示范基地全覆盖，
西藏普兰科技示范基地基本建成，累计在省
内外建成科技示范基地306个 （其中省内203
个、省外103个），有效助推了省内外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工作。

抓慈善信托基金设立和运营。按照“政
府主导、各界众筹、信托管理、收益扶贫”
的思路，设立了501万元精准扶贫慈善信托基

金，已有83户低收入户受益。
抓精神病人集中托养。杨凌将全区低收

入家庭中49名重度及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
集中托养，托养费由政府全额出资，有效解
决了重度及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需要家人
管护，影响家庭收入的问题。

半年来，在各级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示范区脱贫攻坚工作强力推进，势头良好。
目前全区856户低收入户、365户跟踪服务户
的各项帮扶和跟踪服务措施均得到了有效落
实。对确定的2017年度计划脱贫户，通过落
实产业或就业帮扶措施，加大技术技能培训
力度，实现了户户都有稳定收入。感受为民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