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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三年写了三本日记
村民称他为“村情百事通”

出谋划策，解决村民饮水问题

忙活一天回到驻地，大家都疲
惫不堪，可张新友似乎不知疲惫，回
到驻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扶贫日
记。张新友干扶贫工作有近 3年时
间，扶贫日记也记了厚厚的三大本，
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全村各家各户
的家庭基本情况，哪家是低保户，谁
家有残疾人口需要帮扶，谁有劳动
能力却找不到就业门路，在张新友
的扶贫日记本里全都详细记录着。
张新友常被大家称为“村情百事
通”，他却谦虚地说：“这几本扶贫
日记才是我的百事通，只有全面掌
握全村贫困人口的详细资料及情

况，才能更精准地制定帮扶计划，才
能切实开展好我们的扶贫工作”。
很快，工作队的其他同志也纷纷学
习张新友认真写起扶贫工作日记。
正是得力于工作队队员记录扶贫工
作日记的好习惯，2016年 5月，新郑
市扶贫办联合扶贫工作队在贾咀村
开展“雨露帮扶计划”，针对全村
300多名有劳动能力无劳动技能的
村名进行技术培训时，省去了摸底
调查环节，大家根据平时掌握的情
况，很快向市扶贫办上报了需要培
训人员名单，节省了工作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

不知疲倦，坚持写扶贫日记

张新友平日里是个闲不住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个“劳碌命”。
有一次在帮助村民挖沟渠时不小心
摔伤了，到医院检查诊断右胳膊上臂
骨折，包扎完，工作队的领导特意嘱
咐他多休息几天。可是第二天一大
早他又回到工作队，同事们都劝他再
回去休息几天，他却说：“我的胳膊摔
断了，可我的嘴没受伤，成天待在医
院也挺无聊，现在回到村里，还能找
老乡们唠唠嗑，说说话，这样才舒
坦。”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大家心

里都明白，张新友是牵挂着村里的几
户孤寡老人，每天去看看他们，心里
才踏实。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贾咀
村终于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2017
年 1月 5日，村民将一面镌刻着“入
村到户办实事 精准扶贫解民忧”的
锦旗，敲锣打鼓送到了城管执法
局。在赠旗仪式上，大家请张新友
代表扶贫工作队发言，台下就响起
热烈的掌声，村民当中有人高喊：
“新友哥！”

心系群众，轻伤不下火线

张新友是新郑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驻辛店镇
贾咀村扶贫工作队一名普
通的扶贫工作人员，年过五
十，依然坚守一线，为扶贫
工作出谋划策。作为工作
队里最年长的老大哥，大家
都亲切地唤他“新友哥”。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岳浪 文/图

交真心得民心 环保意识走前头

因贫困，黄岗村大量年轻劳力
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一些
老人没有劳动能力，只能在家看孩
子接送学生，但孩子学习教育又成
了问题，长期的信息闭塞，意识得不
到提高，不学习引导，邻里之间的关
系也不融洽，妯娌之间也不和睦，发
生争吵时有发生，时不时跑到村委
会调解矛盾。

为了缓解矛盾，李燕临时当起了
村里的调解员。哪家闹矛盾了，李燕
去说和，哪家孩子学习跟不上，李燕想
方设法给他们找课外辅导书。虽然辛
苦，但李燕却干得很有劲。村里的家
庭妇女赵巧玲反映：“我们爱听李燕讲
一些知识，很有意思，对我们也很实
用。就因为李燕的帮助，我和侄子几
十年的隔阂得以化解。”

当起临时调解员 话家长里短

在李燕的带领下，新郑市丰农
林果专业合作社成立了妇女儿童
之家，为贫困妇女提供了学习交流
平台、技术培训、娱乐设施器材，帮
助大家提高思想意识，转变陈旧思
想观念；为广大农民传递家庭教育、
育儿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农村
文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最新理念；
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辅导场所，正
确引导孩子们的兴趣爱好，组织开
展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使孩子们健
康快乐地成长。

为丰富农村娱乐生活，满足众多
妇女的心声，李燕召集舞蹈爱好者组

建了广场舞队伍。要干就要干好，李
燕开始发动村里广场舞爱好者去各村
寻找舞伴，并各自推荐负责人。为了
让舞蹈队看起来像个样，统一服装必
不可少。李燕自掏腰包购置服装、鞋
子、道具。

“我们都盼了三四年了，一直没能
实现，看到别的人会跳广场舞，我们眼
馋，苦于没有人教。”黄岗村民侯春霞、
魏新霞说。现在李燕圆了她们的梦，
成立了自己的广场舞队，还请了老师
教舞蹈动作。如今队员们正在紧锣密
鼓地排练，个个精神十足，迎接即将到
来的比赛。

扶贫重在扶心扶志，文化引导得民心

几年前，新郑市辛店
镇黄岗村还是人们口中的
穷山村，唯一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在贫瘠的山地种植
农作物。然而近几年，在
新郑市丰农林果专业合作
社李燕的带领下，黄岗村
有了大的改变。道路通
了，收入增加了，民风变好
了，村里面貌焕然一新。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辛店镇贾咀村是郑州市级贫困
村。2015年新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扶贫工作队来到村里，开展对口
扶贫工作，帮助村里 115户贫困村民
脱贫致富。

2016 年 4 月中旬，张新友和工
作队走访时发现 5 组 30 多户村民
因易地搬迁一直喝不上纯净的自
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村里一口深
井，但井水比较浑浊，水质得不到

保障。村民饮水难的问题一直记
挂在张新友心头，回到驻地后，他
立即把问题向工作队队长和驻村
第一书记反映。连夜，工作队召开
紧急会议，商议决定由城管执法局
出资购买纯净自来水，定期用水车
为村民送水。第二天，城管执法局
的送水车就开到村里，为村民送来
了干净的饮用水，解决了 5 组 100
多口人饮水难问题。

她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黄岗村里突显文明之风

过去的黄岗村是一个垃圾包围
村，甚是一个“老无所依、幼无所教”
的地方。在老百姓的印象里，房前屋
后、路边沟里……整个村都被垃圾包
围，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及村民的正
常生活。

“来，乡亲们，我们一起动起来，把
门前的杂草除了，垃圾堆放在一起。
没了垃圾，蚊虫少了，我们住着也舒
服。”李燕召集村里的妇女们打扫村集
体卫生。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并得
到村民的认可，李燕下了不少功夫。

在李燕的带领下，新郑市黄岗村丰
农种植养殖技术协会成立了黄岗村巧
媳妇基地“向阳花”义务宣传队，大力环
保宣传，增强环保意识，“保护环境、人
人有责”“要想环境好、人人搞环保”。

想要让每家每户都响应，首先就要
得到该家女主人的“拥护”，李燕开始成
为村里的妇女“头头”。家长里短、邻里
调解、辅导孩子功课……每一样李燕都
亲力亲为。“只要能帮上忙，我就帮。”李
燕说。长时间的相处，村里的妇女们都
成了李燕的“忠实粉丝”。

李燕一直坚信，和村民打交道，要
用心和他们交流，他们没文化，但不代
表他们无知。只要说得在理，对他们
有益处，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
愿意参与，他们还是最朴实的人儿。

为了将“爱卫生 护村容”的行动
继续下去，李燕还自己出资购置了环
保垃圾袋，免费赠送给村民使用，并为
他们讲解环保知识，引导他们走健康
绿色的生活，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