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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家村，大家都知道一个名叫“三
卫书屋”的农村书屋。该书屋是目前河
南省唯一的一家私人农村书屋，他的创
办人叫王三卫，是一名强制性脊椎炎患
者，因行走不便，无法外出就业打工，家
庭贫困。

高幸博在入户走访时，得知书屋图书
数量较少，且近两年一直没有增加新书。
他当即想到：工作队帮扶只是一个短期工
程，如何从根本上破解贫困的难题，才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本村儿童创造良好
的学习环境，引导他们以智脱贫才是改变
毕家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举措。”高幸
博向登封市公安局党委汇报后，得到了该
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遂旺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立即安排专人到郑州选购最新、
最畅销的图书800余册配送到书屋，并为
书屋配备空调、图书柜等设施，并耗资15
万元把“三卫书屋”翻修重建。

现在村中的孩子都爱往书屋跑。看
着孩子们在书屋里看书下棋，高幸博坚
定地说，“就是想真正的把‘三卫书屋’打
造成村里的‘少年儿童免费营养餐厅’。
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也要接受良好教育！”
高幸博介绍，经多方努力，目前登封市公
安局已为毕家村有就学儿童的31户贫困
家庭子女争取到了每年1.86万元的贫困
学生救助资金，均分到每个学生，并保证
每年按此标准进行跟进补助，解决上学
的后顾之忧。

一进屋，袁文治的爱人王点就拉起
鲁绍辉的手，在床边坐下唠家常。

“你们看这家里的衣柜、电视柜、桌
子、凳子，都是妞送来的。这妞就跟俺亲
闺女一样，待俺可真是好啊!”王点介绍起
鲁绍辉，脸上掩不住笑。

72岁的袁文治唯一的儿子早年去
世，儿媳一人带孩子不能外出打工，沉重
的家庭负担让日子过得紧巴巴。工作队
驻村后，他成了鲁绍辉的帮扶对象之一。

“妞刚来时给俺商量，让俺都搬到镇
上的社区。俺老两口在村里生活了几十
年了，搁谁愿意？”2016年3月，根据袁文
治家的实际情况，鲁绍辉与老两口和儿
媳商量，能否通过异地搬迁实现脱贫，不
料却吃了闭门羹。

“老两口故土难离，不太接受异地搬
迁，我也就决定先不急于求成。”不急于
求成并不代表就此放弃，而是选择了“曲
线”方式进行。她时常到袁文治家中聊
政策，带他们去安置小区看现场。“当时
妞带俺们去镇上看房，说按政策通过异
地扶贫搬迁可以享受购房补贴。”去年 8
月，在鲁绍辉的多方努力下，袁文治夫妇
终于放下顾虑，并递交了异地扶贫搬迁

申请书。
说话间隙，袁文治拿出一把钥匙，正

是他于去年12月领到的新房钥匙。“政策
是真好！开始俺还不愿搬到新社区，觉
得搬到镇上得花不少钱，现在不花一分
钱就分到了 100多平方米的新房。拿到
新房钥匙，心里别提多踏实了。闺女，下
次来村里直接住新家！”

新家有了着落，鲁绍辉的帮扶计划还
在进行。“他家里还有个正上幼儿园的孙
子和一个上小学的小孙女，决定从教育行
业扶贫政策入手帮扶。”考虑到袁文治家
孩子多且教育支出费用高，鲁绍辉丝毫不
敢松懈，立即着手申请教育补贴。经过和
袁文治家人反复商议，其孙子从不属于教
育局普惠性的村中民办幼儿园，成功转入
镇幼儿园就学。现今，两个孩子都已享受
到教育补贴。鉴于袁文治老两口身体还
不错，鲁绍辉经过再三思考，又送去两头
种猪，帮扶他们搞家庭养殖。

让贫困户真真实实摸到实惠，是对
帮扶人工作的最大肯定。目前，袁文治
的大孙女已就业，几项收入加起来，家中
成功脱贫。而老两口逢人都要夸夸政策
好、工作队好、鲁绍辉好。

带着感情入基层
踏踏实实真帮扶
登封市公安局多举措扎实扶贫见成效

帮扶责任人
当好贫困户的“贴心人”
登封市信访局扶贫接地气受欢迎

“孩子学会一个坏习惯只要一分钟，改正却要一辈子，父母的言行举
止对孩子至关重要，所以要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近日，在登封市大
金店镇毕家村三卫书屋开展的“扶贫大讲堂 扶贫政策宣讲”活动上，宣
讲员高幸博与贫困户共同观看教育短片《如何正确地教育孩子》，并通过
短片中的事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各项扶贫政策详细讲解，耐心细致
地为贫困户答疑解惑。

登封市公安局驻村扶贫工作队2015年8月入驻大金店镇毕家村，
高幸博成为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为增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
动力，这样的文化讲堂在该村已开办了7期，并将定期举行。
登封时报 高鹏敏 文/图

毕家村属省定贫困村，处丘陵地带，
村内无企业，主要以务农为主，常年靠天
吃饭。

近千个日夜的艰辛付出换来的是每
个贫困户脸上灿烂的笑容，同时也使毕
家村各项扶贫工作都处于领跑位次。

“我们毕家村已有百十家小型发电
站了！”走进毕家村，村民逢人都要自豪
地夸一夸。

村民所说的“小型发电站”，正是指
在登封市公安局党委支持下，工作队通
过多方调查研究确定的毕家村光伏发电
产业扶贫项目。

“光伏发电真不赖！自从装上了这
光伏板，俺家的电费不但比以前少了一
半多，多出的电并网后还能收钱。”村民
杨国朝乐呵呵地说。高幸博这样算了笔
账，毕家村所安装的 3000瓦光伏板每月

大约发电 300度，通过并网销售，一户一
年增收3000多元。

为使更多的贫困户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工作队更是使出浑身解数，鼓励贫困户
种植可享受政策的经济类作物，同时鼓励
贫困户搞家庭小型养殖，帮助贫困户统一
购买猪崽、鸡崽、羊崽等，并提供专业的种
植、养殖技能培训。目前，已有38户贫困
户领取种植、养殖补贴，共计91850元。“我
们还协调了登封市农商银行，利用企业+农
户的模式为贫困户办理‘金种子贷款’项
目，每户每年可领取3000元年底分红。”

除此之外，登封市公安局和联建企业
共耗资 200多万元改善毕家村村容村貌
及贫困户生活环境。现今，该村贫困户已
减至19户。高幸博决心满满：“我们还将
在村里发展食用菌种植等产业，让 19户
未脱贫的贫困户早日脱贫，共奔小康。”

扶贫先扶智，找准“病根”开准“药方”

产业帮扶有妙招，脱贫致富有信心

“妞，现在我啥都不缺，你还天天记挂着我。今儿中午别走了，就在
咱家吃面条啊。”2月初，登封市颍阳镇安寨村村民袁文治一边接过帮扶
责任人鲁绍辉送去的生活用品，一边急急忙忙拉着进屋聊家常。

2015年底，登封市信访局作为帮扶工作队入驻颍阳镇安寨村，信
访干部成了一个个帮扶责任人。鲁绍辉便是帮扶责任人之一，她帮扶
贫困户脱贫致富，和贫困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更是被贫困户称为“亲
闺女”。登封时报 高鹏敏 文/图

■咱们一起奔小康

鲁绍辉只是帮扶工作队中众多帮扶
责任人的缩影。

考虑到安寨村是一个4000多人口的
大村，村中又无企业。去年 6月，工作队
到新乡考察，为安寨村引进一个手提袋
二次加工项目。

在手提袋加工厂，大家穿绳、折纸
袋、封装，干得兴致勃勃。76岁的石巧家
中因学致贫，她一有空闲就会到村西的
纸袋加工厂进行穿绳，“这个时间比较自

由，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就是按件计费，
平均一天能有30块钱的收入。”

现今，安寨村已有不少贫困户等在
纸袋加工厂务工，一个月平均增收约
1000元。除此之外，2016 年以来，工
作队累计投资 30 余万元修村内主干
道 2000 余米；开展清洁家园活动，改
善村容村貌；改善村委办公环境等。
目前，安寨村的 35 户贫困户，已脱贫
22户。

理清思路，精准帮扶

真心帮扶，心连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