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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征文

党建引领 共圆小康梦
“前面是山，后面是岭，一望无

尽绵延的山岭”。这是崇阳县委编
办汪建刚来到路口镇长青村的第
一感觉。2018年初，接到通知任长
青村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刚从乡
镇上调不到半年又要去驻村的他，

望着身边的父母妻子，心存愧疚。
但他想到组织殷切的希望，想着群
众热切的期盼，他觉得自己再苦再
难也不能退却，便骑着摩托，带着
行囊，立即开始了扶贫攻坚第一书
记的驻村生活……

长青村交通不便，绝大部分村民
早年便举家外迁到白霓、天城、路口
等地，青壮年绝大部分外出，目前在
村里居住的多是年龄较大的老年人。

汪建刚进村入户时，就留心统计
在村居住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
为了方便留守老人们与工作队联系，
便制作了类似名片的小卡片发给他
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给
工作队打电话，还经常帮住在村里的
老人们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药品
之类的东西。

去年七月，三组李凤候老伴的姐
姐因病去世，两个老人心急如焚，但
子女又不在身边，老人利用卡片给汪
建刚打电话，看能不能送他们到路口
姐姐家去。没有想到汪建刚二心不
说就及时开车送两个老人到路口。
至今，李凤候二老还时常对自己的子

女说碰到了好人。
村里有几户贫困户有手艺会编竹

篮子等竹制品，但成品大多放在家里
等人上门购买。贫困户李新付是一
名 61岁的聋哑人，勤劳能干，会编制
竹篮子，但由于聋哑，不便于跟人交
流沟通，做好的竹篮子难以卖出去。

汪建刚通过微信朋友圈和单位工
作群，尽力帮助李新付等几位老人做
竹篮子的销售宣传，同时还请咸宁日
报驻崇记者宣传报道，不但解决了他
们售卖不便的问题，而且还买出了好
价钱。在县城订购的，汪建刚就帮忙
送货上门；县城以外的，汪建刚就通
过快递邮寄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
手编竹篮的市场很快就打开了。

村委会旁边的丁凤午两老口已经
84岁高龄了，子女都不在身边，汪建
刚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

样，每次看到他们在地里劳作，总是
尽自己的能力帮他们：挖薯、摘玉米、
砍柴、耕地、挑粪，这些脏活累活他总
是抢着干。烈日炎炎，汪建刚抢着帮
他们摘玉米、晒玉米，碰到突然下雨，
就帮着抢收玉米。冬日寒夜，汪建刚
陪伴他们在火塘烤火聊天。老人生
病时，就帮老人家做饭吃，在外人的
眼里，好像这两个老人就是汪建刚自
己的亲爷爷奶奶一样。

到了年终腊月，贫困户养了一年
的黄牛，想要趁过年的时候卖出去。
汪建刚就不顾天寒地冻，到处帮助贫
困户销售雨山黄牛肉。该村身患残
疾的陈道正，年中又因病做了手术，
急需用钱，山里的人没什么销售渠
道，只能干着急。汪建刚了解情况后
及时跟分管精准扶贫工作的领导作
汇报，单位所有干部职工全部也帮忙

销售宣传，将陈道正养殖的 4条黄牛
宰杀后在单位院子内售卖，由于牛肉
价格合理品质又好，很快就被抢购一
空，解决了陈道正的牛肉销售难题。
陈道正心里感激，每次碰到他总是拉
到家里坐坐，极力挽留他在家里吃
饭。但对于所做的一切，汪建刚都觉
得很平常，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总
想着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们。

有付出终会有收获。一年的辛苦
努力，终于换得长青父老乡亲的喜笑
颜开。长青村148户贫困户全部如期
摆脱贫困，83户喜迁路口小区新居，
村民安全饮水圆满解决，光纤延伸到
各家门前，长青村顺利通过脱贫考核
验收。

春去春又来，花谢花又开。今年
报驻村工作队名单时，单位负责人征
求汪建刚意见，汪建刚二话不说，他
愿意继续任驻村第一书记，因为他已
经爱上了长青这片土地，他割舍不了
这里的父老乡亲，更愿意当好一名服
务长青村民的行者。

热心为民 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走遍长岭都是情
——记驻路口镇长青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汪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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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深情”。掌握好第一手资料、把
握准每一户实情，是做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基础。汪建刚深深明白
这一原则。接到驻村任务后，汪建刚
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走访入户，一户
一户问，一家一家访，带着满腔的赤
诚与不胜不归的决心开始了脱贫攻
坚的工作。 初到长青村时，他每
天跟着村支部书记袁帮辉一起进村
入户，了解全村人口分布，调研村民
生产生活情况，与党员群众面对面沟

通、心贴心交流，把各家各户的家里
长短全部记在本上、装到心中。

长青村地处雨山脚下，全村地域
面积14平方公里，耕地1516余亩，林地
6950余亩，全村辖 4个小组 22个自然
湾，总人口406户1606人。由于交通不
便且缺水，绝大部分村民早年已搬迁或
租住在天城、白霓、路口等地，当时居住
在村以中老年人居多，且不足300人。

长青村建档立卡锁定贫困户 148
户568人，分散在县城、白霓和路口集
镇及长岭山上。汪建刚坚持“每周一

小访、每月一全访”，不辞辛苦，走遍
山山水水、村村巷巷，与党员群众座
谈，与贫困户交心，把全村贫困户 148
户568人家庭人员状况、劳动能力、致
贫原因、生活状态掌握得清清楚楚，
把他们内心需要、享受政策、发展愿
望了解得明明白白，为全村全面精准
脱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把贫困户当成亲人，带着真情
走访，尽心尽责给予最大的帮助。当
走访贫困户毛文武时，发现他单身一
人，但是他产业致富的意愿很强烈。

汪建刚积极引导毛文武在毛家井闲
置地发展土鸡养殖，并多次上门访
问，鼓足信心，为其提供各项帮助支
持。汪建刚还争取单位同事捐款帮
助购买了2000斤饲料，年底又到处帮
其销售土鸡100多只。

他把长青村当作自己的家，利用
空余时间种几分地的蔬菜，吃住在
村，很少回家。驻村工作也得到妻子
的理解支持。周未和暑假休息时间，
妻子带着儿子和汪建刚一起到村里
小住，到农户家里聊家常，不时也帮
他们做一些农活。路口镇党委书记
丁元华感慨地说：汪建刚同志带着家
属驻村帮扶，这种“以村为家”的作
风，值得全镇党员干部学习。

踏泥而歌 殷情问需问计于民

发展群众的生产生活，基础建设
是关键。汪建刚及时借助县扶贫政
策和项目资金，一步一个脚印，扎扎
实实地做好“打基础、管长远、惠民
生”补短板工作。

首先解决村民用水难的问题。
雨山历年来就缺水，村民用水难一
直是个头痛的问题。对纳入补短板
项目的蓄水池项目，他顶着烈日，督

促工程进度，4个蓄水池建设提前完
工。湾子夜话时，汪建刚了解到汪
家曹原来修的蓄水池太小，供水严
重不足，碰上天干的时候，吃水都不
能保障。第二天上午，汪建刚找到镇
驻村干部甘明月和村支书袁邦辉商
量，制订出新建 100立方米蓄水池解
决方案。但是因为汪家曹原来有蓄
水池，新建蓄水池没有纳入“九有”补

短板项目。汪建刚立即把相关情况
向单位和县领导反映，争取纳入项目
库。三天后，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去汪
家曹实地考察选址，蓄水池开始建
设。新建的蓄水池蓄水量达 100 立
方米，彻底解决了该组 100多人的饮
水问题。

汪建刚还想办设法丰富乡亲
们的文化生活。他积极与县文旅

局沟通，与村外经商办企业的老板
联络，筹措资金 12 万元，在一组汪
家曹新建一个近 1000 平方米文化
广场，并将汪家曹的当家塘维修加
固，村民的生产生活都得到极大的
改善。

为提高村级集本经济收入，他
协助村与湖北广福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签订协议，以 50 万元入股湖北广
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分
红协议，2018 年分红 5.5 万元，彻底
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零收入”问
题。

因势利导 逐步补齐脱贫短板

长青村生态环境良好，草场资源
丰富，属于高山气候。村民有发展高
山油茶种植和高寒黄牛养殖的习惯。
汪建刚通过调研，确定油茶种植、黄牛
养殖是村民脱贫致富的好途径。

为此，汪建刚走访贫困户时，一边
宣传产业扶贫政策，一边积极引导贫
困户大力发展种、养殖业。当走访联

系户丁德耀时，了解到其发展养牛、
养猪的愿意比较强烈，汪建刚就积极
帮其申报小额扶贫贷款。当年 6月，
丁德耀申请到小额扶贫贷款10万元，
养殖母猪 6 头，子猪 50 余头，黄牛 5
头，年底净收益达到6万元。

汪建刚走访贫困户时，总是耐心
引导贫困户发展生产。只要是家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就鼓励他们发展产
业，2018年共计有 38户通过种、养殖
发展产业，共获得产业奖补资金5.6万
元。贫困户汪红军油茶种植基地达
100亩，贫困户汪炳烈油茶种植基地
达 160亩，他们栽种起了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汪建刚还及时向县精准
扶贫指挥部申报两人成为全县“脱贫

之星”，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不仅如此，汪建刚还引导贫困户

成立高山黄牛养殖和油茶种植两个专
业合作社，既抓好能人发展产业的积
极性，充分发挥“土专家”的示范和带
动作用；又想方设法调动贫困户的积
极性，激发其内生动力，引导贫困户因
地制宜发展高山黄牛养殖和油茶种
植，壮大产业发展，夯实增收底盘，切
实增加贫困户收入。在他的引导下，
一年来全村贫困种养户达到52户，油
茶面积达470亩，年出栏黄牛230头。

依托资源 引导发展致富产业

村貌

入户进行“大数据”核查

入户了解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产业验收

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