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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有温情的扶贫工作者 （代序）

中国自古就有崇尚情的传统。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 《性自命出》中写

道：“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

者能入之。”“情”，从 “青”从 “心”，关乎情性，更关乎心灵。无情则无

心，有心必有情。人们所见、所思、所感、所为，无不始于情、合于情、

止于情。古人常说 “感物而动”，即是这个道理。以情为起点，从情出发

看待世界、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的一种处世哲学，它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情，也是中国扶贫事业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摆脱贫困》一书

中引用汉代刘向 《说苑·政理》中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

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借用这句话，习

总书记表达了为政者要有爱民如子之心、忧民疾苦之情，要怀有消除人类

贫困的伟大情怀和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曾在陕北农村目睹了

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这一刻骨铭心的记忆促使他始终心系扶贫、心系贫

困地区的群众，几乎走遍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３年在老

区调研时强调： “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

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不忘困难群众，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

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爱民之情，也是党中

央对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深厚情谊，生动地体现了党同人民群

众的鱼水深情。扶贫，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民生政治。

扶贫，情之所系，因情而生。作为一名基层扶贫工作者，做好基层扶

贫工作，我的理解是，要有温度，也要有温情。我们有责任把党和政府对

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之情传递到位，把党和政府的

惠民政策宣传好、贯彻好。同时，我们也要用 “乐善不倦”的自觉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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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进扶贫工作，筑牢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深厚情结，把自己深深根

植于困难群众之中，发自内心地为困难群众奔走；增强贯彻执行中央扶贫

政策的自觉性，完成上级各项扶贫任务不拖沓、不打折扣，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心怀真帮实扶的情感，帮要帮到最需要的人，扶要扶到最关键的

点，为民解忧不畏琐碎，倾情倾力，真扶贫，扶真贫。

做一名有温情的扶贫工作者，这是我细读 《扶贫情》一书后得到的最

大启示。

《扶贫情》主要讲述的是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驻村督导、驻村队员、

乡镇干部、脱贫致富典型以及行业社会帮扶的事迹。所叙主要来源于基层

扶贫干部的日记、访谈以及心得和感悟；叙事的方式也十分简单，从语言

文字角度讲，甚至可以说有些 “粗糙”。但就是这种质朴的讲述方式，让

我们从中读出了真情，也读懂了 “中国式扶贫”的精义。《扶贫情》，虽呈

现的主要是凤庆县及雪山镇的扶贫图景，但其实是中国波澜壮阔的扶贫事

业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向我们回答了 “为何扶？扶持谁？

谁来扶？怎么扶？”这一中国扶贫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扶贫情》，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其特别之处在于，我们能透过朴实的

语言读到浓浓的深情，读到敬意，甚至是丝丝的敬畏。不论是驻村督导，

还是驻村队员，或是乡镇干部，他们始终把对党的忠诚和对困难群众的深

情转化为扶贫工作的动力，全身心地投入扶贫事业中，在脱贫攻坚的道路

上不停地奔走。他们为困难群众生活的改善而欢喜，也为困难群众生活的

疾苦而忧愁，他们在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如何做一名有温情的扶贫工作

者。读着这样一篇篇充满温情的叙述，除敬意之情外，我们或许还会有丝

丝的愧疚。身处繁华都市之中，我们习惯了现代生活的便利与富足，有时

也习惯性地遗忘了同一片星空之下还生活着这般需要帮扶的人们。是时候

该问问自己了：“什么是你的贡献？”

云南大学副校长　杨泽宇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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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床上的牵挂 （０４６）
&&&&&&&&&&&&&&&&&&&&&&&

工作汇报　部门走访 （０４８）
&&&&&&&&&&&&&&&&&&&&

重驻贫困村 （０４９）
&&&&&&&&&&&&&&&&&&&&&&&&

现场办公　就地决策 （０５２）
&&&&&&&&&&&&&&&&&&&&



００２　　　　

扶
贫
情

驻村队员工作日志

沟通是化解矛盾的良药 （０５６）
&&&&&&&&&&&&&&&&&&&

回访挂钩户 （０６０）
&&&&&&&&&&&&&&&&&&&&&&&&

让党的阳光照暖兜底户的心 （０６２）
&&&&&&&&&&&&&&&&&

舍小家　为大家 （０６５）
&&&&&&&&&&&&&&&&&&&&&&

脚步在丈量　希望在前方 （０６７）
&&&&&&&&&&&&&&&&&&

用心用力做好扶贫工作 （０６９）
&&&&&&&&&&&&&&&&&&&

再见腰街　再见开明 （０７２）
&&&&&&&&&&&&&&&&&&&&

驻村不脱贫　工作不撤离 （０７７）
&&&&&&&&&&&&&&&&&&

驻村第一天 （０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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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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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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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　立足优势　脱贫致富　一路有你

　　———凤庆二中到雪山镇兴街村开展 “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感悟 （１０１）
!!!!!!!!!!!!!!!!!!!!!!!

情牵贫困山区　爱心众筹助扶贫 （１０５）
&&&&&&&&&&&&&&&

特色产业舞龙头　对症扶贫阔步走 （１０９）
&&&&&&&&&&&&&&

承担社会责任　助力精准脱贫 （１１０）
&&&&&&&&&&&&&&&&

“小喇叭”助力脱贫攻坚 （１１２）
&&&&&&&&&&&&&&&&&&

扶贫爱心茶助力脱贫攻坚 （１１３）
&&&&&&&&&&&&&&&&&&

扎实蹲点　真导实督 （１１５）
&&&&&&&&&&&&&&&&&&&&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３＋３”模式打造扶贫新样本 （１２０）
&&&&&&&

脱贫攻坚打几战 （１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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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攻坚感悟二则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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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寨驻村工作感悟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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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风采

吃水不忘挖井人　致富不忘村里人

　　———记民间建筑工程队队长鲁升 （１４４）
!!!!!!!!!!!!!

脱贫致富好榜样

　　———记雪山镇新化村罗顺发 （１４５）
!!!!!!!!!!!!!!!

拉祜山寨带路人

　　———记雪山镇新民村蝙蝠洞小组李金海 （１４６）
!!!!!!!!!!

情系贫困户　爱洒乡邻间

　　———记雪山镇新民村王家寨小组王兆萍 （１４７）
!!!!!!!!!!

生活的榜样　致富的楷模

　　———记雪山镇新文村致富带头人柏绍祥 （１４８）
!!!!!!!!!!

精准帮扶暖人心　切实为民办实事

　　———记雪山镇荒田扶贫工作组成员龚文开 （１４９）
!!!!!!!!!

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扶贫人

　　———记雪山镇王家寨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李双冰 （１５０）
!!!!!

致富路上的女汉子

　　———记雪山镇新平村万明组村民赵艳芸 （１５４）
!!!!!!!!!!

乡土人才养猪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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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系贫困户的普通党员

　　———记雪山镇桂林村旧地基组小组长习正华 （１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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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脱贫领头雁　敢为致富带头人

　　———记雪山镇永顺村养殖专业合作社创办人段家洲 （１５９）
!!!!!

脱贫典型

身残志坚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记雪山镇荒田村上寨小组村民周自华 （１６２）
!!!!!!!!!

脱贫不能等靠要　身残志坚勤作为

　　———记雪山镇新联村水沟组残疾家庭严占益户 （１６４）
!!!!!!!

手与手相牵　比肩共前进

　　———记雪山镇立马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１６６）
!!!!!!!!!!!

身残志坚　积极脱贫

　　———记雪山镇新化村大平掌小组村民严常有 （１６８）
!!!!!!!!

自强不息　立足本土产业发展

　　———记雪山镇王家寨村脱贫致富带头人曾光明 （１６９）
!!!!!!!

等待　意识　行动

　　———记雪山镇立马村老陈寨小组罗自忠脱贫之路 （１７０）
!!!!!!

自强不息　努力脱贫

　　———记雪山镇荒田村平掌小组贫困户李自开 （１７１）
!!!!!!!!

困难压不倒　脱贫意志坚

　　———记雪山镇桂林村大桥头组习尚成户 （１７２）
!!!!!!!!!!

思想决定行动

　　———记雪山镇安和村丫口小组贫困户李如徐 （１７４）
!!!!!!!!

贫困不可怕　观念要变化

　　———记雪山镇永顺村中排小组村民李建伟 （１７５）
!!!!!!!!!

严跃龙的幸福生活

　　———记雪山镇新联村鱼塘小组脱贫致富家庭严跃龙户 （１７６）
!!!!

严占见的脱贫之路

　　———记雪山镇新联村芦稿坝小组村民严占见 （１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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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庆县人大机关挂包勐佑镇翁乐村脱贫攻坚主要做法 （１９３）
!!

心系荒田　践行承诺的妇幼计生人 （１９６）
&&&&&&&&&&&&&&

“帮”到点子上　 “扶”到关键处 （１９８）
&&&&&&&&&&&&&&

明确任务选重点　细化措施促扶贫 （２０１）
&&&&&&&&&&&&&&

精准摸底　精准扶贫 （２０４）
&&&&&&&&&&&&&&&&&&&&

制定措施　真情帮扶 （２０６）
&&&&&&&&&&&&&&&&&&&&

结合实际　发挥优势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落实 （２１０）
&&&&&&

举全校之力　聚全员之智　扎实抓好帮扶工作 （２１３）
&&&&&&&&&

倾心尽力　扎实抓好挂钩帮扶工作 （２１９）
&&&&&&&&&&&&&&

共建美丽乡村　同奔小康生活

　　———临沧市 “六个共同”带动党建脱贫 “双推进” （２２１）
!!!!

大力实施 “一村一名大学生”三年扶贫行动计划 （２２６）
&&&&&&&&

以诚为本注真情　以实为基出实效

　　———云南警官学院帮扶纪实 （２２８）
!!!!!!!!!!!!!!!

抓住穷根精准 “滴灌” （２３０）
&&&&&&&&&&&&&&&&&&&

社会扶贫

爱在东航　聚力扶贫 （２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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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定点挂钩帮扶 （２３７）
&&&&&&&&&&&&&&&

献爱心无需感天动地 （２３９）
&&&&&&&&&&&&&&&&&&&&

爱心众筹助扶贫　书香茶韵暖人心

　　———走进云南大学推介扶贫爱心茶 （２４１）
!!!!!!!!!!!!

云南大学精准扶贫 “挂包帮”凤庆县爱心茶推介义卖活动纪实 （２４４）
&&

凤庆雪山古树茶义卖进云南大学　每卖出一饼有１００元捐给贫困户

（２４６）
&&&&&&&&&&&&&&&&&&&&&&&&&&&&&

东航随笔

乡情难忘　不舍初心 （２５０）
&&&&&&&&&&&&&&&&&&&&

扶贫工作随感四篇 （２５５）
&&&&&&&&&&&&&&&&&&&&&

东航扶贫　教育是本 （２５９）
&&&&&&&&&&&&&&&&&&&&

扶贫日记 （２６２）
&&&&&&&&&&&&&&&&&&&&&&&&&

对东航扶贫工作的思考 （２６５）
&&&&&&&&&&&&&&&&&&&

一年沧源行　一生佤山情 （２６８）
&&&&&&&&&&&&&&&&&&

“水”与 “火”的煎熬 （２７５）
&&&&&&&&&&&&&&&&&&&

下乡记 （２７８）
&&&&&&&&&&&&&&&&&&&&&&&&&&

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 （２８１）
&&&&&&&&&&&&&&&&&&&&

挂职锻炼心得 （２８７）
&&&&&&&&&&&&&&&&&&&&&&&

喜看梅艾那一家的变化 （２９１）
&&&&&&&&&&&&&&&&&&&

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赢脱贫攻坚战 （２９４）
&&&&&&&&&&&&&&

带着感情来扶贫　扑下身子抓落实 （２９７）
&&&&&&&&&&&&&&

情暖校园　爱留佤山 （２９８）
&&&&&&&&&&&&&&&&&&&&

后　记 （３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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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致富步履稳　乡音香茶唤乡愁

到雪山镇进村扶贫已两个年头，所思、所想、所闻、所见都与 “三

农”分不开。随着进村入户的深入，贫困户的一切时时看在眼里、挂在心

上，老百姓的诉求和一些特贫困户的实际问题让人揪心，有时恨不得能变

魔术帮他们都变个样。乡间的人民，乡间的草木，乡间的气息，乡间的云

雾，乡间的阳光，不由得勾起我的思绪，农村的一切历历在目。

生长在农村　一生农村情

我出生在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库镇东半山的一

个小山村，在家里排行老四，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妹，按农村的说法排在

中间的算是幸福的。初中毕业的父亲李根旺在村里算是个 “知识分子”，

原是小学代课教师，后来因为农村要包产到户，家里无大男孩，姐姐们还

在上学，晚上去田里放水需要父亲，母亲要父亲回家，父亲便辞去教师工

作，回家里帮干农活，在村里担任村会计。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教书时，

还要把我和弟弟带到学校去，他把我俩放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他上课时，

要我们不能作声，父亲的严谨执教在我的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象。那时，

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父亲的辞职回家让我很失落，觉得父亲不应该放弃教师工作，那时，

因为我们还小，还不知大人的一些想法，也不知什么是生活负担。在我的

记忆里，在包产到户之前，只记得家里人有一段时间饿过肚子，有一年粮

食接不上第二年的收粮季节，家里的米所剩不多，还好有平日里妈妈和姐

姐们在集体劳动之余去稻田里捡集体收过后遗留的麦穗和土豆以及父母起

早贪黑地垦荒种菜，于是在家里大米接不上的时间里，我们全家就吃面片

煮白菜和土豆。因为弟弟比我小，家里仅有的一碗米，妈妈说要留给弟弟

煮粥吃，那时，看着弟弟吃米粥好生羡慕。爷爷看着我吃面片、吃粑粑吃



００３　　　　

驻
村
督
导
工
作
日
志

急了，他便鼓励我说：“这个算好喽，以前我们饿了只吃野菜、树皮的。”

在爷爷的鼓励下，我能正确面对饥饿，很快适应了吃杂粮的日子。每天晚

上，爷爷给我讲很多很多故事。记忆最深的是爷爷如何躲匪、剿匪，把脚

趾头都踢破，全村与匪徒抗争，配合彭锟的部队消灭了匪徒，让寨子安定

下来的故事。爷爷说，在匪徒没赶走之前，村上驮茶的马帮随时被抢，村

集体的茶叶损失很大。自彭锟的部队来到勐库正气塘天生桥安营扎寨剿匪

后，士兵们帮助村民一起种茶，帮助发展生产，村民的生活才得以安定

下来。

包产到户进农家　党的春风暖万家

１９８０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开始，集体田地开始按人口包产到

户，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一下子忙于分田分地、丈量土地。

父亲辞去教师的工作后，在村里当村会计，每天只见父亲白天跋山涉水，

丈量土地，晚上抬出账本在油灯下一个数据一个数据、一家一户地计算，

从那时起，父亲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同时也一直感染着我。

村里包产到户后，各家各户都忙于自家生产，农民的积极性都很高。

我们全家８口人分到３块古茶园，１２亩田，自留山７亩，责任林１０３亩，

家中劳动力只有父母和大姐，二姐和三姐在上初中，我和弟弟在村里上小

学。每到假期，我们全家上阵，采茶、薅秧、挖茶地、放牛羊、煮饭、喂

猪、制茶。自小学开始，我们什么农活都参与，只有晚上的时间点起煤油

灯看书学习和做假期作业，虽然苦，但心里很踏实，总觉得假期能帮父母

分担些农活是最大的快乐。

包产到户一年后，村委会通知父亲去开会，父亲开会回来告诉我们一

个好消息，家里被评为万元户，我们很兴奋，是父母的勤劳，是党的好政

策改变了边疆人民的生活。１９８１年，父亲用积攒的钱，从队里买下揉茶

机，开始办了茶叶初制所，一开始只做自家茶园的茶，后来慢慢地收村里

其他农户的茶。父亲的茶叶初制所越办越好，家里的生活大大改善。而全

村群众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变化，家家户户都尝到党的好政策给农户带来的

甜头，村民们都很感谢党恩。做合格踏实的农民，父母就是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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