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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无悔
——追记用生命坚守初心和使命的青年共产党员黄文秀

上接A02版

脱贫攻坚“我心中的长征”
石山林立的百坭村是深度贫

困村，全村472户中有195户贫困
户，11个自然屯很分散，最远的
屯距村部 13公里，好几个屯都在
10公里以上。初到村里，黄文秀
碰了“钉子”。

“我们这里穷了那么多年，真
的能脱贫吗？”“你一个女娃，能行
吗？”一些村民议论纷纷。黄文秀
一开口就是普通话，敲贫困户的
家门时甚至会吃“闭门羹”。好不
容易进去了，打开笔记本，群众却
不愿多说。

脱贫攻坚时不我待，必须尽
快打开工作局面，黄文秀急得
哭鼻子，晚上回到宿舍整夜睡
不着。

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就要从
内心把群众当亲人，急他们所急
想他们所想，真正和他们打成一
片。黄文秀请教有驻村经验的同
事和村里的老支书，悟出了道
理。很快她改变了工作方法，到
贫困户家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
西，而是脱下外套帮助扫院子干
农活；贫困户不在家，她就去田
里，帮他们摘砂糖橘、种油茶，一
边干活一边唠家常；她不说普通
话了，学着说方言……

贫困户黄邦旋想申请低保，
因不符合纳入低保的条件，未能
如愿，就不给黄文秀开门。一次
不行，就两次、三次上门，黄文秀
打起了“亲情牌”：“我也姓黄，我
叫你哥吧。哥这么聪明、勤快，一
定能奔小康。”

黄文秀耐心地做黄邦旋的思
想工作：国家扶贫政策多得很，何
必就盯着低保政策？靠低保只能
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要脱贫还得
加油干，不等不靠自己干出来才
光荣。讲通了道理，黄邦旋脸上
有了笑容。黄文秀帮助他争取到
7000元产业奖补资金种水果，老
黄一家顺利脱贫。后来，他们一
直以兄妹相称。

53岁的贫困户韦乃情面对
记者，泪水在眼里打转。老韦清
楚地记得，黄文秀往他家里跑

了 12 次，细心了解实际困难，
分析贫困原因，商量对策，帮他
申请扶贫贴息贷款种植了 20亩
油茶树，2018 年顺利实现脱
贫。“她一心一意帮我，像我女
儿一样！”

黄文秀周末经常不回家，走
访了全村所有的贫困户，还绘制
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每一
户的住址、家庭情况、致贫原因
等，都一一标注在笔记本中。

群众从开始接纳黄文秀，到
打心眼里喜欢她，敬重她。一些
人开玩笑说：“你这个女娃娃还真
是难‘缠’得很哩！”

山路太远，黄文秀还不时要
去镇里、县城开会，为了提高工
作效率，她将私家车开到村里
当工作车用。今年 3月 26日驻
村满一年，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
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当天
她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我心中
的长征！”

黄文秀曾对朋友说：“长征
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
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前行？”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不获全胜，
绝不收兵！”

坚守使命 干出一片新天地
扶贫之路充满艰辛。黄

文秀白天走村串户遍访贫困
户，分析致贫原因，晚上与“村
两委”研究脱贫对策，制定工
作方案全力推进。夜深了，她
一个人孤零零住在村部一间
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她给村里的扶贫工作群取
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百
坭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要实现精准脱贫，基础设
施是关键。百坭村有 5个屯
交通困难，虽然多年前通了砂
石路，但连年雨水冲刷，路面
已破损不堪，雨季陡峭路段连
摩托车都无法通过，不仅影响
出行，而且制约产业发展。

黄文秀心急如焚。村干
部记得，那段时间她带着“村
两委”班子熬夜做方案、拿对
策，到镇里、县里申请项目，扎
扎实实组织实施。目前，两条
路已经修好，其余 3条已经列
入乐业县 2019年第一批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安排。

没有脱贫产业就不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山
里产业短缺问题，黄文秀带领
村干部和群众学经验、找路
子，立足当地资源，大力发展
杉木、砂糖橘、八角、枇杷等特
色产业，请技术专家现场指
导，挨家挨户宣传发动，鼓励
党员带头示范。

对接市场是实现贫困群
众增收的关键环节。百坭村
砂糖橘从 500 多亩发展到
2000亩，为打通销路，黄文秀

多方联系，把客商邀请到村里
来，甚至在微信朋友圈发销售
信息。云南、贵州等外省果商
来到村里，一次性收购几万斤
砂糖橘。大卡车一辆接一辆
开进来，把村里道路塞得满满
当当。

黄文秀还建立了百坭村
电商服务站，2018年电商销
售砂糖橘4万多斤，销售额22
万元，种植砂糖橘的贫困户每
户增收2500余元。

在黄文秀帮助下，村民黄
美线贷款买了榨油机，做起了
小型农产品加工，成功脱贫。
黄美线伤心地说：“文秀有什
么事都帮我，我脱贫了，她却
不在了。多好的姑娘，多好的
书记！”提起黄文秀，韦乃情
这位壮族汉子红了眼眶：“前
几天黄书记还来我家取走我
孙子的住院报销材料，现在钱
到账了，她却再也回不来了。”

黄文秀的奔忙带来了她
渴望的收获，昔日的贫困山村
发生了变化。2018年，百坭
村 8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
困发生率从 22.88％下降到
2.71％。

6月14日，黄文秀穿着印
有“第一书记黄文秀”的红色马
褂，双手撑在黄土上，爬到河沟
边查看暴雨冲毁的水利设施，当
晚就组织村干部制定了抢修方
案，计划回村后立即实施，不影
响群众生产。

这是她在村里留下的最
后背影。

忠于信仰
“她是我们青年的榜样”

6月 22日上午，百色市殡仪馆，
黄文秀的骨灰安放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告别的人群中，一位瘦弱老人久
久地凝望着上方的遗像，老泪纵横。
他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

黄文秀生前最后发的朋友圈中，
展示了她买给父亲的营养品。身患
癌症的父亲明白，除了脱贫大事，女
儿最惦念的就是他的安康。

经过两次手术的黄忠杰吞咽困
难，但他说自己一定会坚强：“我现在
每天都努力吃东西。虽然很难吃下
去，为了让文秀放心，我也要拼命吞
下去……”

父亲曾这样对女儿说，没有共产
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黄文秀选择
回到家乡工作，他很欣慰，常常叮嘱
她认真为党工作，为群众办事。面对
前来慰问的干部，黄忠杰谢绝了慰问
金：“我们不能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这些钱，村里的扶贫用得上。”

父亲懂得女儿的孝心，对女儿帮
他圆了第一个心愿而倍感自豪。老
人家多年来都想“看看天安门”，黄文
秀大学期间边读书边做兼职，省吃俭
用存下路费，把父亲接到北京，帮助
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然而，黄文秀没有机会实现父亲
的另一个心愿了，老人家还想去韶山
瞻仰毛主席故居。姐姐黄爱娟含泪
说：“妹妹请你放心，爸爸的心愿姐一
定替你完成。”

望着手腕上的银手镯，黄文秀年
过六旬的母亲悲痛不已。今年妇女
节，黄文秀给妈妈买了这一礼物，手
镯内侧刻着4个字“女儿爱你”。

黄文秀的同事、同学、朋友们都
知道，这个懂事的姑娘深深地爱着她
的父母和亲人。但是，作为第一书
记，她心里始终装着村里的贫困群
众，为了群众，她常常顾不上亲情。

蒋金霖说：“文秀回到家乡参与
扶贫是为了知恩反哺，她懂感恩，她
对初心的坚守令人敬佩。”

陈月香和黄文秀同一批到乐业
县的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她们曾经
在一起聊驻村工作心得，共同感受投
身脱贫攻坚的艰辛，以及看到群众摆
脱贫困的喜悦。陈月香回忆说，夜深
人静时，黄文秀会拿起吉他，对着天
空的繁星轻声唱几句自己喜欢的歌。

“文秀的生命正值芳华却戛然而
止，令人无比伤痛。她坚守初心使
命，用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信
仰的无比忠诚，无愧于‘时代楷模’
的称号。”黄文秀的好友、曾经在百
色凌云县上蒙村担任过第一书记的
路艳说，“她是我们青年的榜样，将
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担
当作为。”

“芳华虽短，但灿烂地绽放过，馨
香永存！”黄文秀去世后，她的朋友李
黎看着文秀的画作，忍不住泪流满
面。黄文秀留下的两幅画，一幅是父
亲背着小女儿的素描，画面温馨动
人；另一幅水彩画上，金黄的向日葵
正迎着阳光绽放。据新华社

黄文秀带领村民清理村里的垃
圾，改善村屯人居环境

黄文秀硕士毕业时的照片

在黄文秀宿舍拍摄的她的书法绘画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