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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丹巴县水子乡纳交二
村 50 岁的党支部书记凌江正式卸任，
离开他曾经工作 20 余年的岗位。 人
虽然离开岗位了，但他的事迹却一直
在纳交二村的村民口中相传。

20 多年前，纳交二村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过去那肩挑背扛、紧巴巴的日子
村民们至今历历在目。 然而如今的纳交
二村，已跻身为丹巴县小康村的行列。
走进村庄，绿树掩映中布满了星星点点
具有浓郁嘉绒风情的民居，盘山公路直
达山顶，路边一台台栽满花椒和苹果的
林地格外抢眼，行走其间还不时传来阵
阵花椒和苹果的清香味。 看到这些，村
民们不会忘记，这都是凌支书带领大伙
儿干出来的。

为了摘掉家乡贫困村的帽子
20 年前，凌江从理塘县中队服役期

满，他毅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回
到家乡后就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一职，
在任职期间，他心里始终记着这样一句
话：“只要踏踏实实的为民做事，老百姓
一定会接受。 ”为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多
少个刮风下雨的日日夜夜， 他走家串
户，了解所愿，解答所盼，多方奔走，争取
项目和资金。

纳交二村地处半高山地带，靠天吃饭
是这里真实的写照，风调雨顺时勉强能吃
饱饭，然而当旱灾来临，地里便颗粒无收。
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在传统的农
业耕种习惯中痛苦的挣扎，还是没办法丢
掉贫穷的帽子，纳交二村的村民记忆中吃
玉米加洋芋的时候多，是有名的“洋芋村。”
面对贫瘠的土地，“栽苹果，种花椒，投资

小，见效快，还保护了生态。 ”凌江结合实
情，首先在自家地里栽种花椒、苹果、核桃
树，村民们对此持观望的态度。 三年后，凌
江地里苹果花椒树全部挂果， 当年收入达
到 3000余元，对于一个贫困村来说，3000
余元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人们从凌江
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当年，在他的示范带领
下， 全村 50余户共栽种各类果树一万余
株。 几年下来把纳交二村打造成优质核桃
基地。全村 500余亩土地中，有 300余亩种
上了核桃、苹果、花椒等经济林木。 凌江“发
展经济林木助农增收”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仅核桃一项人平比过去增加收入 2000元。

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纳交二村出行难，雨天一身水，睛天

一身泥。村民种的苹果只好靠人工背运出
去，很多苹果在路途中被挤压后已损坏一
半。 凌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跑到县上争
取修路资金，2009 年，在上级的关心下终
于修通了一条 10 公里的主干道水泥路。
如今，纳交二村 98%的农户有了连户路。

纳交二村由于地处偏远， 用户居住
分散，用电成了老大难的问题，为此，凌江
又跑到县上硬是把县电力公司的技术员
拉上山，对线路较差的地方进行现场设计
勘查，还自筹资金进行农网改造工程。 改
造期间， 为了尽快让全村用上安全电，村
民们起早贪黑，顶风冒雨，历经一年的改
造，现在的纳交二村电网设施得到了彻底
的改造，村民感谢党的惠民政策给他们带
来了实惠。

种植经济林木、 修建通村公路、农
网改造工程，村民都看在眼中。 1999 年
到 2013 年， 凌江连任纳交二村四届村
支书，每次都是满票当选。

自实施整村脱贫以来， 他先后争

取资金 120 余万元， 修建农村通达公
路 10 公里 ， 为 50 余户村民架设了
5000 余米的饮水管道，修建沼气池 50
个， 解决了全村 320 人的出行难和饮
水难问题。 短短几年，全村基础条件发
生了巨变， 如今的纳交二村一举摘掉
贫困村帽子。

村民们渐渐富起来，家家户户陆续建
起了具有嘉绒特色的新居。 作为村支书的
凌江， 一家三代却仍住在 70年代修建的
老房子内。看到别人家的新居，凌江妻子德
金初经常在他面前唠叨：“老凌， 我们这个
老房子好久才整修得成嘛？”可凌江总是淡
淡一笑：“自家的事以后再说嘛”。 在他心
中，村民的事比自家的事大。 至今，他为通
村公路、农网改造和发展种养殖业，不知道
垫出了多少积蓄。

如今只要你走进纳交二村，一条宽
约 5 米 ， 长约 10 千米的通村公路连
接了省道主干线 ，这条通村公路盘旋
在山间 ，将藏寨中的民居紧紧的联系
起来 。 今年 65 岁的村民阿吉过去是
典型的贫困户 ， 由于家里人口众多 ，
又没有经济来源 ，因此日子过得紧绷
绷的 ，自从凌江担任书记后 ，带领村
民种植林果木 ，阿吉也怀着试一试的
心态将自己家里一半的土地栽种上
苹果和花椒 ，三年后 ，这些果木开始
结果 ， 当年自己家里就有了剩余的
钱，买上了彩色电视机。 几年后，所有
的果木都达到丰产期 ，现在阿吉家年
均收入达到三万余元 ，成为了首批脱
贫致富的带头人。 阿吉激动地说：“凌
书记虽然已经卸任 ，然而他在我们心
中永远是一个好书记。 ”

在 20多年的工作中， 凌江先后荣获
“优秀支部书记”、“丹巴县优秀党员示范岗”
等荣誉称号，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
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 为丹巴经济建设
又快又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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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畔春潮涌
■ 罗楚凯摄

■ 王可富 文/图

去年，雅安芦山“4·20”地震波及相邻
的泸定县得妥乡， 地震造成 678 户村民
的房屋倒塌，全乡 2168户 7569人受灾，
得妥乡成为全县受灾最重的乡镇之一，昔
日家园瞬间满目疮痍。 灾害发生后，州县
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发出抗震救灾号召，那
时间，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红旗迎风飘
扬， 哪里就有共产党员抢险救灾的身影。
泸定县得妥乡 29 岁的女干部陈道平就
是他们中的一员。

灾后重建让她脱几层皮
乡上的事情十分繁杂， 全乡的民

政、残疾人、新农合、新农保等繁锁的事
务， 这是陈道平的日常工作，“4·20”地
震后，灾情信息、数据收集整理汇总上
报归她负责， 每户重建资金的划拔下
发、资料归档也归她负责。 她成天忙得
像台停不下来的机器，乡机关支部书记
陈孝忠谈到陈道平时说：“不说别的，就
灾后重建这块都要让她脱几层皮，单说
一户一册前前后后的资料三个大文件
柜都装不下，还有民政、残疾人、涉及全
乡 2143 户、7791 人的新农合新农保的
事。 没有一点责任心耐心敬业精神，哪
里做得好啊！她这样的干部硬是难找。”
陈道平自己也告诉笔者 “从灾后重建启
动到现在我没有一天是晚上十二点前上
床睡觉的”。

陈道平 2012 年调到泸定得妥乡

工作，工作中凡事最为群众着想，以群
众心为中， 她说：“我觉得老百姓在各
方面都很不容易， 所以平常不管哪个
来办事， 我再忙再累都尽力为他们办
好，让他们少跑一点路、少等一下。 地
震后我看那些受灾的群众大多挤在临
时搭建的帐篷里住，看到那场面，我心
里很不好受，所以我做事尽量麻利点，
只要灾后重建工作进度快点， 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 家家户户能早一天把
新房建好入住新居， 就是我最大的满
足，平时的累、苦都值得。 ”

去年腊月二十九， 陈道平请了一
天假回内地看望父母，就在那天，打电
话找她的老百姓很多， 一天下来她预
充的电话费打完不说还倒欠了两百
多，她说：“按理我请了假，人又在外面
他们的电话我可以不接， 但我想到大
家都要过年， 只要我把他们关心的事
给他们讲清楚让他们安心放心， 至少
心里舒服了，也能过个好年。 ”

愧疚中的一丝欣慰
陈道平平常工作事情多，根本顾不

上照管家庭。 她最感到愧疚的就是对不
起婆婆，对不起丈夫，对不起才四岁的女
儿。女儿四岁了，她基本每天都早出晚归
没有时间精力去教她认过一个字， 更不
要说去管她的生活了。 女儿上幼儿园她
根本没时间送过。 去年有一次学校开家
长会，丈夫临时有事走不开，唯一一次她
去了， 可到了学校她却不知道女儿是在

读小班还是中班， 好不容易问清楚正要
进教室开会，单位却打来电话有事，她连
第一次给女儿开家长会都没做到。 就更
不要说照管一家老小了。陈道平说，尽管
对待家庭她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媳、 做妻
子、做母亲的责任，但家里人从没抱怨指
责过她，还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她的工作。
这让她既感动又觉得对不起家人。

她说这些年来最让她感到欣慰是她
丈夫对她的付出和支持，无论新农合新农
保、民政救助、还是灾后重建基本都是一户
一册资料多，她在单位做不完，就下班带回
家做，很多时候甚至直接让丈夫帮她一起
做，有些事丈夫做不来，就会在旁边为她端
茶递水默默陪伴到深夜。 她说：“其实我是
个急性子，加上平常事情多，说话就很快，
可老百姓找她办事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
我们急性子红过脸、发过火。所以她最要感
谢的人，一是丈夫，她的私人“秘书”，二是
群众，是老百姓人给她无尽的包容和宽容。

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为人民
服务是真诚的付出，为人民服务是忘我
的投入”。 陈道平正是这样一个在群众
工作全覆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灾后
重建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最美乡村
基层干部，她充满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和
情怀，在为群众服务过程中，她舍小家
顾大家，在苦累辛劳中默默无闻无私奉
献，也正因如此，去年底她被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全乡换届选举，她全票通过
当选为副乡长。

凌江：退而不休的好支书

陈道平的出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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