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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飞 文/图

走出贫困谋出路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10年来，他没有

为自己谋取过一丝一毫福利，他想的最多
的是群众利益和村上的发展大计。”在德
威乡知道陈朝贵的人都这么说。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如何带领
广大群众脱贫致富，是陈朝贵经常思考的
问题，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通过自己的
实践，找到了落实党的惠民政策的最佳途
径。这就是通过不懈地努力，实实在在的
为乡亲们脱贫致富谋一条好出路。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陈朝贵深深地意
识到，只有不断更新观念、创新工作方法，
才能推动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陈朝贵
从深入分析村情、逐户走访问计入手，挨
家挨户征询意见，了解情况，到外地先进
村取经，提出农村要想致富，就得有自己
的支柱产业，有适合自己的创收项目。海
子村虽然地处高半山区，但是日照充足，
土地肥沃，适合发展猕猴桃产业和养殖
业，陈朝贵结合本村实际，提出了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的两大途径。

村民杨尚云是和陈朝贵一起长大的
发小，杨尚云夫妻都是壮劳力，多年来一
直外出务工。2015 年，因务工收入不理
想，加上当时 3 个孩子读书需要的学费，
压得这个平日里活泼开朗的汉子变得郁
郁寡欢。

陈朝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每每想
到这事，他就感到自己作为村支部书记，
有责任让更多的困难群众早一天脱贫致
富。有一天，陈朝贵对杨尚云说：“我们
山村是穷，但要挺直腰板活，不能总盯着
国家救济，我们要发展自己的致富产
业。我们这里有养殖山羊的习惯，你可
以在养殖业方面做出一番事业，你就撸
起袖子大干一场吧。”

他跟杨尚云谋划起养殖山羊的计划，
又带着他到银行，通过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贷款5万元，尝试山羊养殖。

“去年和今年我还种植了140亩花椒、
1亩猕猴桃，养了43头山羊和7头猪。在
陈书记的帮助下，我家纯收入达到3万元，
顺利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我常想，等空闲
下来我要跟他好好喝两杯，对他说句感谢
的话，可是……”说着，杨尚云伏下身子蹲

在地上，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今年60岁的李国富过去靠外出打工挣

钱，前几年由于母亲双目失眠，儿子又要读
大学，为了给母亲治病和给儿子交学费，基
本上用完了家里的积蓄，家庭陷入贫困。

“如果没有陈书记，那就没有我的今
天，他说按照我家的条件，先养殖一些土鸡
这样来得快些，他还帮我们购买小鸡，帮助
我修建起鸡舍，去年我们养殖了80只鸡，收
入就达到了8000多元，后来在他的帮助下
我又种植了2亩猕猴桃，眼看我们的日子一
天天好起来了，可他却走了……”李国富说
起这些眼里总是饱含着热泪。

寒风呼啸，在偌大的院内，透过李国
富湿润的泪光，我们仿佛看到陈朝贵那匆
忙的脚步和他忙碌的身影。

要想脱贫致富，靠种植传统农作物是
没有出路的，为了大力发展产业，陈朝贵
与乡政府和县林业部门联系，县林业部门
给他们送来了树苗，而且县农牧局也派出
技术人员为他们进行指导，但是当地许多
村民认为不种传统的庄稼而种植水果，一
旦失败今后的生活就无法保障，一些村民
不仅不种植水果，而且还将树苗当柴烧
了，看到这些陈朝贵心急如焚。

为了树立村民的信心，陈朝贵牵头进
行土地流转并组建了“黄土地种养专业合
作社”，带头在自己的地里种植了150亩红
富士苹果，解决了20多人就业。这些返乡
农民工初尝甜头，深有感慨地说：“今后不
用出去打工，在家安居乐业一样能赚钱。”
同时还带动 7 户贫困户养殖山羊 273 只，
但是，依然不能打消一些村民的顾虑。

王德富是海子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他
告诉记者，那时陈书记说要发展林果产
业，许多村民都反对，怕的是一旦失败就
会影响来年的生活，当时他也有些担心，
但他爱人的家乡在汉源县，那里这几年林
果产业发展得很好，王德富和爱人也经常
回去参观学习，就在大家不同意种植林果
产业的时候，王德富开始种植了2亩猕猴
桃。“去年我家2亩猕猴桃就收入了4万多
元，今年收入 8 万多元，在陈书记的鼓励
下，我又流转了 6 亩土地继续种植猕猴
桃。”王德富显得十分自豪。

为了让村民转变观念，陈朝贵组织
他们外出参观学习，开阔眼界，从他们
的思想深处打开了一扇窗。今年 4 月，
陈朝贵又组织他们到村里产业致富典
型家里参观学习，在让他们找差距的同
时，也以活生生的例子坚定了他们脱贫
致富的决心。

“现在海子村的猕猴桃种植已经形成
了一定规模，陈书记说下一步将按照州里
提出的全域旅游发展和县上提出的农旅
结合发展战略，创办一个红心果（猕猴桃）
采摘节，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农村的发展
变化。”驻村乡干部王伟告诉记者。

在陈朝贵的带领下，海子村已推广种
植蔬菜117亩、种植猕猴桃224亩、种植水
晶红富士苹果 120 亩、当归等中药材 320
亩，使全村经济林面积达到人均2亩以上，
全村人均收入也从10年前不足1000元增
加到9200元。

群众眼里的“土专家”
说起陈朝贵，村民们见证了他白手起

家、艰苦创业的历程，都为他的勇气、胆
识、实干叫好。

陈朝贵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小山村，
上学时爱看书，无论是对牲畜的治疗还
是对果树的种植他都特别有兴趣，通过
自学他干起了兽医这行，1995 年至 2007
年，他在靠近乡政府的店子上村买下了
一间门市，由于他技术过硬，收费合理，
康定、雅江、石棉及泸定周边乡镇的农民
都找他给牲畜看病，有时候只要打一个
电话，他就会上门服务，他成了远近闻名
的“土专家”。

“那时我家的日子还算可以，每年的
收入都有3、4万元，自从他当选了村主任，
我们的门市就关了，至今也没有出租和转
让。”陈朝贵的妻子吴东莲说。

陈朝贵去世一个多月了，可他的爱人
每天都要为他的手机充好电，和他在世时
一样，每天24小时开着机，就在记者采访
她的时候，也还有远处的农民给他打来电
话，请他去帮助给牲畜看病。“大家对他那
么信任，虽然他走了，我还是不能让大家
因他关机而误事。”吴东莲说。

陈朝贵的电话在德威乡就像群众热
线，很多村民有事都会打电话找他。“他

的电话一天到晚没个完，有些是当地村
民有困难和问题找他，有些是其他地方
的农民请他去给牲畜治病的，但只要有
人问，他总给人家一遍遍耐心解释。”吴
东莲说。

“他是一个热心人，经常给大家的牲
畜治病，每次他都不收钱，有时候他不在，
我们的牲畜病了只好找外地的兽医来看，
每次仅兽医的车费就是几十元，治病还得
几十元，而且效果还不好，现在陈书记走
了，我们还不知道今后牲畜病了咋办。”村
民李兴安说。

大渡河还在缓缓地流淌，陈朝贵却走
了。他离开了疼爱他的乡亲，离开了他
深爱的妻子，离开了他可爱的儿女们，长
眠于他眷恋的故乡红土地上。在扶贫路
上，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匆匆的身影，但他
身上凝聚着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
执着、那种不改变贫困现状誓不罢休的
正气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陈朝贵走了，走得匆忙，走得没有
一丝留恋，走得让乡亲心碎让天地动
容。他是大地的儿子，他为扶贫事业扬
起一面生命的旗帜，飘扬在甘孜藏区的
群山之间。

生命，因脱贫攻坚而绽放
——追记“康巴英才”、泸定县德威乡海子村党支部书记陈朝贵（下）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陈朝贵
行动的动力所在。

他常对大家说：“我是一个农民，也是
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
挂在嘴边上，而是实践在具体行动中。我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两个字：‘人民’。”

一个艰苦的地方，一个普通的岗位，
一段不平凡的业绩，凝聚成一种可歌可
泣的精神，那就是扎根基层、情系百姓、
无私奉献的精神；那就是不忘初心、忠诚
担当、不离不弃的扶贫精神。

10 年间，从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落
后村，一跃成为众人皆知的先进村、富裕
村，2016 年成功“脱贫摘帽”。10 年来，
陈朝贵带领全村干群奋力脱贫攻坚奔小
康，谱写了一曲偏僻落后村庄奇迹翻身
大变样的咏叹调。

新闻 集锦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3
月2日，白玉县召开县委常委会
（扩大）暨中心组学习会，专题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
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三中全
会精神。

会上，与会人员全文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考察工
作结束时的讲话》《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公报》《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王
东明同志在省委藏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讲话和省州
近期重要文件精神。

该县主要领导对全县迅速
学习宣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求：深刻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的
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对甘孜州的关心关爱。习近
平总书记十分牵挂甘孜州各族
干部群众，多次询问了甘孜藏区

的相关情况，充分肯定了甘孜州
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民生改
善、反分维稳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深入学习宣传好习近平总书
记来川视察调研讲话精神，要在
深入学习上下功夫。各级基层
党组织要原原本本地学、原滋原
味地学、逐字逐句地学、反反复
复地学，通过学习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特别是县级
领导干部、中心学习组成员、乡
镇党委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以身作则、以上带下；贯彻落
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的
重要指示精神，要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要
求，结合白玉县实际，着力抓好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继
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决啃下脱贫攻坚这块

“硬骨头”，对已脱贫村要开展
“回头看”，对 2018 年脱贫村的
脱贫任务要逐一落实到位。

白玉县

学深悟透重落实
加快发展惠民生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文/图）“举起一条洁白的哈达，
捧上一碗新磨的糌粑，英明伟大
的毛主席呀，今年我们又丰收啦
……”3 月 2 日，一首《哈达献给
毛主席》拉开了该县2018年元宵
节军警民联谊会的帷幕。驻巴
部队官兵，县公安局、县法院、县
司法局干警，离退休老干部，夏
邛镇村民等欢聚一堂，共叙军警
民鱼水情。

“今天的节目都很好，像一
个个故事，述说着部队官兵、武
警战士、政法干警用实际行动践
行守护高原、除暴安良的铮铮誓
言和藏区群众拥军爱军的良好

社会风气。”夏邛镇村民吉村
说。整台联欢会以“军爱民 民
拥军”为主题，节目精彩纷呈，诙
谐幽默的相声《喜布列姆》《满腹
经纶》让全场观众捧腹大笑；歌
颂部队官兵、武警战士、政法干
警无私奉献精神的诗朗诵引起
现场观众的共鸣；《雪域法官之
歌》《司法警花舞锅庄》《我的好
兄弟》等歌舞表演赢得大家雷鸣
般的掌声。联谊会在舞蹈《康巴
人》中圆满结束。

“我在巴塘服役已经两年
了，每年的元宵节联谊会我都会
参加，元宵节在巴塘我不想家！”
某部队战士小陈说。

巴塘县

军警民同台闹元宵

■罗春建 文/图

日前，石渠县 567 名干部职工及
群众志愿者扛着铁锹，拿着镐等工具
来到萨纳拉垭口山顶除雪铲冰保道路
畅通。大家分工合作，有的拿推雪板、
有的拿铁锹、有的拿镐，在积雪松的地
方用推雪板推，在积雪压实的地方用
镐一点点的铲，然后拿铁锹把积雪铲
到道路两边。大家不畏严寒，干的热
火朝天，经过一天的不懈努力，萨纳拉
垭口近 2 公里的山路积雪被清除干
净，为群众出行创造了一个畅通、安全
的道路环境，看见被清除干净的道路，
大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受强冷空气影响，石渠县连日普
降大雪，道路冰冻积雪严重，给群众出
行和道路交通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是
S217 线县城至西区的萨纳拉垭口路
段积雪积冰最为严重。该路段为出省
干线，也是该县的交通生命线，车流量
较大。为确保该路段道路通畅，避免
因道路积雪发生交通安全事故，虽逢
春节和藏历新年，但该县政府主要带
班领导组织全体值守干部职工及群众
志愿者到萨纳拉垭口山顶清扫路面积
雪，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统计局干部彭良杰说：“这个春
节，虽然没能回家陪伴家人，但我觉得
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春节，能为群
众安全出行尽一份力，我觉得再苦再
累也是值得的。”

过往的司机都树起大拇指，纷纷
投来赞许的目光，称赞石渠县委、县政
府从细微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办群众之所需。

石渠干群协力保畅通
■郑滋妤

一位诗人说：“你生而有
翼，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进，形
如虫蚁？”

这是一声直击灵魂的质问。
是啊，人人生而有翼，只要肯努力
地展开双翅，朝天空飞去，谁都能
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可为什么
有时候却一动不动地匍匐在地，
形同虫蚁？

“明明知道懒惰不对，可
我就是不想努力。”“明明知道
不能拖延，但不等到火烧眉毛
还是不会开工。”有人说，在快
节奏的今天，有一种“明明病”
让人焦虑。懒惰和倦怠在恣
意滋生，有的人已然忘记努力
为何物，只会用“道理我都懂”
来安慰自己。

问题在于，既然明知努力
就能进步，为何拒绝努力？

因为努力不像口头表述那
样简单，展翅翱翔要经历暴风
和雨雪的锤炼。马尔克斯为写

《百年孤独》曾足不出户、废寝
忘食整整18个月；卡夫卡写小
说总是熬至凌晨3点；齐白石练
画虾曾画秃了无数支笔……努
力是寂寞的，是艰苦的，既无鲜
花为伍，亦没有舒适为伴。而
人往往追求舒适，努力的艰辛
让人望而却步。像个怕苦的病
孩子面对一剂良药，却怎么也

不敢喝下去。正因如此，病才
难以痊愈。

浮躁的心理和对结果的
怀疑，是拒绝努力的另一个原
因。诚然，努力是成功的必要
条件，但应当如何努力？努力
的时间需要多长？最终结果
能否达到预期？面对种种不
确定，一句“努力”给不出答
案。“听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
不好这一生。”在这种心理的驱
使下，一些人不再相信努力奋
斗。展翅高飞的吸引力比不
上匍匐于地的安逸舒适，惧怕
辛苦和没有方向最终导致不
思进取，安于现状。而越舒适
越惧怕辛苦、越不愿面对不确
定性，这样的恶性循环磨灭了
努力的欲望。

这样说来，不努力似乎变
得理所当然。可梦想何在？志
向何在？一生庸庸碌碌真的让
你满足吗？“最怕你一生碌碌无
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不
肯努力就将最终被时代的浪潮
吞没。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
人有意志。不努力是进取精神
的毁灭！从现在开始展翅还为
时不晚，放弃眼前的舒适，拒绝
匍匐于地，才能在磨砺中到达
更高的境界。

少为懒惰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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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齐心除积雪。

党旗飘扬在风雪路上。

陈朝贵实地查看果树生长情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

（紧接第一版）他认为，这次大
会，将对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保证党和国家的
各项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对会
议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一是期待大会把十九大确
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
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
宪法，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和新
要求。二是期待大会圆满审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目标和伟大“中国梦”提供
有力法律保障，推动依法治国
和依宪治国工作再上一个新
台阶。三是期待中央在脱贫
攻坚和支持边疆和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能
有更多的政策设计。

甲登·洛绒向巴表示，近
年来，我州的基础建设、民生
发展、产业培育、脱贫攻坚、社
会治理、反分维稳等各项事业
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全州的发
展环境大幅改善，广大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州
委、州政府正有力地践行着更
加科学的发展思路，推动着更
加完善的工作格局。

作为民族宗教界的全国
人大代表，他在即将召开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重
点关心、关注四个领域的工

作：一是重点关注民族地区
发展稳定的问题。他表示，
将在大会上大力倡导藏传佛
教界深入发掘教规教义、宗
教道德、宗教文化中有利于
社会和谐、时代进步的内容，
持续开展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团结、热
爱人民、热爱佛教，遵守法
律、遵守戒律，对国家负责、
对人民负责、对佛教负责的

“五二三”主题学习教育活
动；同时，将积极为促进藏传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建言献策，重点将为宗教工
作法制化、佛教团体建设等
工作建言献策。二是重点关
心脱贫攻坚事业。他表示，
将客观公正地反映好我州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绩、存
在的不足以及广大群众诉
求；同时，将尽力把自己收集
到的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建
议意见汇报好。三是重点关
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问
题。他表示，将重点关注各
地人大代表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建议，并尽量
反映好甘孜群众的心声。四
是重点关心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发
展。他表示，将会同省、州其
他代表以发言、提交议案等
形式，反映好我州各项事业
发展的成效和建设发展需
求，并提出建议，争取更多的
政策支持。

履行神圣职责 传递甘孜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