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河南省唐河县城郊乡王庄村农

民王万才是一个借酒消愁的贫困户，如今，

他是当地的“脱贫明星”。今年56岁的王万

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扶贫干部的帮

扶下，我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重新拾起了

生活的信心，我能勇敢面对困难、战胜贫

困，缘于全国上下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

战。”

老树西风：
从躺着不干到振奋精神

王万才一直喜好读书，写对联、做诗词

样样精通，被村民称为“王秀才”，很受人尊

敬。但由于儿子患有先天性脑瘫智障，经

过多年治疗也不见起色，生活无法自理，妻

子又体弱多病，多年来生活的重担压得他

喘不过气。后来，王万才贪上了饮酒，日子

越过越穷。

当时，王万才的微信网名叫“老树西

风”，“老树”指的是他自己，微信签名“老牛

拉破车，一路向天涯”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

绝望无助、破罐子破摔的心态。2015年12
月，王万才一家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虫声阵阵起伏，鬼火团团来去。三

杯老酒下肚，瓜棚卧听风雨。”这首诗是他

当时记录下的生活写照。

2016年2月 13 日，唐河县派驻村工

作队进驻王庄村帮扶的第一天，作为帮

扶责任人，县直工委副书记郭有霞来到

王万才家，看到空酒瓶遍地的小院、脏得

下不去脚的屋里和浑浑噩噩的一家人，

郭有霞直言不讳地对王万才说：“老王

啊，要想摆脱贫困，你这个状态不行！你

这个年龄还没有到干不动的时候，主要

还是没提起精神。只要你打起精神，再

大的难事儿那都不是事儿。今天，咱就

先从收拾你的小家开始！”

郭有霞的一句话惊醒梦中人，王万才

觉得自己必须重新站起来，从那时开始，王

万才像变了一个人。在驻村工作队和帮扶

责任人郭有霞的谋划帮助下，2016年春，王

万才在家里原有6亩地的基础上，又租了6
亩地尝试着种植地膜西瓜，还在瓜地里套

种了脱毒红薯。经过虚心求教、精心管理，

加上当年西瓜价格较好，光西瓜就卖了1.8
万元，让王万才一下子就尝到了甜头。王

万才强烈地认识到一句老话——“地没赖

地、戏没赖戏”。

老树逢春：
助力乡村振兴“有我一份”

如今，王万才不仅把家里的田地种得

有声有色，除了地里的收成，村里还给他安

排了公益性岗位，平日里帮助村里打打扫

扫、管理花草，帮助整理档案资料，每月能

领到劳动报酬700多元。儿子也有了残疾

人补贴，老伴儿有了慢性病诊疗卡，惠民政

策的扎堆儿滋润，让王万才觉得日子越来

越有奔头了。

2017年春节，王万才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挥笔撰写了两副对联贴在自家门口:
一副是“秋水半瓢邀月饮，春风十里荷锄

归”；另一副是“和谐普世东风化雨，精准扶

贫老树逢春”，来表达自己知足、感恩的心

情，他还悄悄把网名从“老树西风”改成了

“老树逢春”。2017年年末，王万才家的人

均纯收入达到5800元，远超当年的脱贫标

准，他向村委和驻村工作队提出脱贫申请，

经严格核算评估，王万才一家正式脱贫。

据王万才介绍，村里有一个“爱心港

湾”励志超市，利用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

用积分换礼品的方式，鼓励贫困群众积极

参加劳动，投身公益事业，他自己也是义务

清洁工中的一员。王万才说，在推进脱贫

攻坚的过程中，如今，乡村振兴也展现出了

新面貌，“村里以前的臭水塘现在变成了文

化广场，过去泥泞不堪的道路都修成了柏

油路，村民出行更方便了，收入也增加了，

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都更高了，这些都

是我亲身真切的感受。”

老树繁花：
从受益者到奉献者

2017年11月16日，王万才庄重的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王万才说：“这

个想法也不是一时冲动，多年前就有这个

愿望。通过一年多来与扶贫干部的近距离

接触，确实对他们的工作深受感动，我觉得

能与他们为伍是件非常光荣的事。”

王万才说：“脱贫后我深刻感受到了生

活的幸福，心里变阳光，哪里都敞亮。”2018
年春节，他把网名改成了如今的“老树繁

花”，以表达内心的富足。

2018年4月28日，对王万才来是一个

终身难忘的日子。在当天举行的唐河县首

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

平生第一次披红戴花走上主席台，接受县

委、县政府表彰。

“一朝为劳模，终生不停步。”王万才

说，如今，他走到哪里就把脱贫经历宣讲到

哪里，脱贫离不开个人的勤劳和努力,更离

不开党的好政策。王万才自写的《唐河千

帆过——王万才脱贫日记选》一书正式出

版后，更影响和激励着很多贫困户。“老树

还是那棵老树，只是不愿继续在西风中萧

瑟，而是要在春天里成长……”王万才说，

精准扶贫的春风让所有在贫困线上挣扎的

人们看到了希望，也让在西风中萧瑟的“老

树”焕发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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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韩霄鹏王万才的“诗意”脱贫路：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 本报记者 刘琴报道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反贫困斗争攻坚战打

响以来，济南高新区紧紧围绕“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思路，紧盯目标、守

住底线、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在济南市

创新性提出“4+1帮扶工作法”。园区

共有 7个市定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309 户、贫困人口 3045 人。通过实施

“4+1帮扶”、人居环境提升、“N+积分

扶贫”、孝善扶贫、扶贫专岗等政策措

施，贫困户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截至目前，济南高新区累计拨付专项扶

贫资金 1830万元，资助贫困生 4400人

次、360 万元，贫困群众就医合规报销

比例 90%以上，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

5000元以上，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多措并举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

一切为了群众。济南高新区的贫困人

口已经全部脱贫，但脱贫成果不够稳固

的问题依然存在。个别贫困家庭仍存

在因灾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针对这

种情况，园区向边缘性易返贫和易致贫

等问题打响“保卫战”。

帮扶措施落实到位。结合工作实

际，今年济南高新区重新调整贫困户帮

扶责任人29名。同时，建立健全“上下

联动、左右协调”的脱贫攻坚工作网格

机制。在对帮扶干部进行专题培训基

础上，创新入户帮扶方式，因户制宜对

贫困户进行帮扶，提升贫困户幸福指数

和帮扶满意度。

扶贫专岗应设尽设。按照“因事设

岗、以岗定人、按需定员、服务脱贫”的

原则，园区共设置包括保洁绿化、安全

巡查、设施维护等 184 个扶贫专岗，做

到人尽其才、人岗相适，进一步提升贫

困户脱贫斗志和“造血功能”，增强贫困

户脱贫的稳定性。

健康扶贫贴心暖心。济南高新区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扶贫特惠保险，

逐户发放《扶贫特惠保险精准投保手

册》，协调 9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贫困

患者出院时“一站式”即时结算,为贫困

群众提供就诊就医便利服务；及时协调

社保、民政、卫计和保险公司落实医疗

扶贫有关政策，实现医保统筹范围内自

负部分由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按政

策给予报销。

开辟打赢打好
攻坚战新路径

遥墙街道的贫困人口占园区脱贫

人口的 77%，肩负园区脱贫攻坚重任。

遥墙街道在济南市率先建立机关干部、

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4 方代表”

共同帮扶 1 名贫困户的“4+1”帮扶机

制，使扶贫事一级抓一级、贫困户时时

有人管，真正取得“4+1＞5”的工作成

效。

赵凤兰老人今年 88 岁，家中有 3
口人。老人的儿子、孙子都有精神残

疾，长年在医院治疗，老人独自生活。

“4+1”帮扶机制建立后，帮扶责任人

赵福波每月至少看望老人两次；村干

部彭吉兰每隔一天去老人家里洗衣

服、打扫卫生；党员魏士龙和老人住得

近，每天探望老人一次；群众代表魏学

军家中有车，老人看病、出行都是他跑

前跑后。帮扶责任人和老人之间建立

起深厚的感情。

遥墙街道“N+积分”制扶贫体系试

点成功后，济南高新区及时总结经验，

在遥墙街道召开现场会，在园区各街道

推广“N+积分”工作机制。“N+积分”扶

贫办法的探索和实施，不仅增强了贫困

户脱贫的积极性，而且激发了贫困户脱

贫的内生动力，同时增强了基层党组织

的公信力和向心力。

济南高新区始终把提升贫困户人

居环境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紧紧抓在手

上。截至目前，园区对532户贫困户进

行墙皮粉刷、屋顶防漏、门窗修缮和院

落地面硬化、电路线路整修等，基本达

到“五干净两规范”的要求。人居环境

的提升增强了贫困户生活质量和尊严。

济南高新区书写脱贫攻坚高新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