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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驻村帮扶  建设富美山村

发生了改变。

来了就要解决问题

按照秦皇岛市委统一部署，2013 年

2月25日市财政局派出一支3人工作组，

到谢杖子村开展帮扶工作。看着脏乱的

街道、破旧的房屋，队员们不禁皱起了

眉头，针对思想上的畏难情绪，工作组

及时统一思想下定了决心 ：来了就要解

决问题。要通过努力，实现谢杖子村大

变样。

起初，村民对待工作组的态度有点

不以为然，工作组未作过多的解释，以

实际行动做出最好的证明。白天，他们

走街入户了解情况，晚上，挤在房东家

的土坑上讨论到深夜。早春的寒意甚

浓，黎明前彻骨的寒气能冻醒人，哥几

个猫在被窝里，盘算着一天要做的事。

他们起早贪黑、风雨无阻的工作热情被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渐渐地，工

作组和群众之间的隔膜消失了，村民有

什么掏心窝子的话也愿意和工作组讲，

连张家的老人生病了、李家的夫妻吵架

了，也少不了工作组的安慰和劝解，就

这样架在群众与工作组间的心桥被彻底

打通了，群众将多年的苦水和期盼倾诉

出来，工作组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

越重。

路要修，桥要架，水的问题也要解

决……可以说每件事都关系村民的切

身利益，怎样做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呢？工作组首先组织召开了村两委班

子、党员和村民代表议事会，从众多问

题里抽出关键，明确了帮扶思路 ：着眼

近期抓急需，把解决群众困难作为当务

之急，加强对特困户爱心帮扶，实施农

村危房改造，解决饮水问题，启动危桥

拆除重建工程 ；着眼中期优环境，实施

道路硬化工程，加快路灯照明设施建

设，实施护村护田坝建设项目，改造村

民活动中心、卫生室和村委会 ；着眼远

期求致富，大力发展山区沟域经济，利

用现有荒山，大力推广板栗栽植，从根

本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带着全村人的

重托，工作组将驻村情况向市财政局党

组做了全面汇报，全局领导干部和科室

分期分批到村里蹲点调研，自觉认领帮

扶任务，积极协助向上争取资金，谢杖

□本刊记者  张敏 

  特约通讯员  张爱民

谢杖子村位于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

县西南部山区，这里山高林密，坡陡弯

急，隐于大山之间，交通异常不便。常

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这里

山石风化，土地贫瘠，庄稼收成不好，

村民职能勉强解决温饱 ；虽临近桃林口

水库，却吃水困难，多年靠肩挑手提解

决吃水问题。用老百姓的话讲 ：祖祖辈

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上下几十年没有多

少变化，有能耐的早跳出大山，没本事

的只有留在村里。然而，这一切在秦皇

岛市财政局驻村工作组到来之后，悄悄

如今的谢杖子村道路整洁，环境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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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村的建设资金逐渐有了眉目，各项工

程建设破土动工。

做就要把好事做好

谢杖子村集体经济困难，基础设

施方面欠账较多，村民对此意见一直很

大。按照帮扶方案，工作组从群众反映

最突出的问题入手，通过集中力量办大

事，切实解决村里的老大难问题。

每年雨季山洪来临的时候，河道

两侧都要经受严重冲刷，家住河边的

村民整个汛期常常在惊恐和不安中度

过。了解到这一情况，工作组决心为村

民修一条护村护田坝，从根本上解除安

全隐患。护村护田坝是一条关系全村

群众的生命线，必须把它打造成为“万

年牢”工程。因此，工作组以高度的责

任心全面参与工程的质量管理，请来了

专业技术人员设计了施工图纸，组织了

专业的工程队进场施工，聘请了经验丰

富的工程监理加强现场管理。一连两

个月，他们白天头顶烈日，晚上忍受蚊

虫叮咬，与施工人员、工程监理一同吃

住在工地，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一人

请假，没有一人掉队。在施工过程中他

们严格把关，曾因为地基不够深、砌得

不合格，顶住施工方的压力，两次将建

好的 50 多米护坝推倒重建。一次一段

大坝正处在施工的关键阶段，突然得知

第 2 天将有大到暴雨的气象信息，他们

连夜组织抢工，所有人员全力以赴，一

直忙到后半夜 2 点多，终于赶在暴雨之

前将工程收尾，避免了因暴雨导致工程

半途而废。经过大家辛苦努力，一座长

700 米、高 2 米的护村护田坝终于顺利

竣工。在工程验收时，现场的所有专家

对护村护田坝工程质量均给予高度的

评价。村民李志华家住在河边，以前一

到雨天，他都不敢睡觉，现在有了坚固

的护坝，他心里踏实多了，逢人便说 ：

“下雨的时候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真应该感谢工作组啊！”

这还是咱们村吗

 暑假期间，在长春理工大学上学的

谢名智回到老家谢杖子村，刚进村口，

便被眼前的一切弄懵了 ：“这还是咱们

村吗？不到半年时间，咋成这样了！”

只见一座漂亮的水泥大桥横卧在村口，

新刷的蓝白相间的漆料在阳光下十分亮

眼，河道一侧翘起 2 米高的护坝，既增

强了排水功效，又增添了立体层次感。

他看到，原来坑洼仄狭的小路变成了簇

新的水泥马路，一根根笔直的路灯矗立

在路旁。村北新落成一座漂亮的花园广

场，村里男女老少聚集在健身器械旁边

做运动边聊天。许多农家低矮的房子扣

上了大红的彩钢瓦，给整个村子抹上一

笔亮丽的色彩……这些变化对于求学在

外的谢名智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一直

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也深感前后变化的

巨大反差。

为改变谢杖子村脏乱差的落后面

貌，工作组可是下了大功夫，专门请来

唐山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技术人员现场勘

察，做了整体规划，并挨家挨户做宣传，

让美好的愿景深入到每个村民心中。很

快村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要是这个

规划能实现，咱村的条件不比城里差。”

修路时，群众积极配合道路征拆工作，

并主动出义务工，保障了工期，节省了

成本，实际比原定修路计划延长了 200

米。当然，在个别项目上也遇到一些麻

烦，如在村口大桥拆除重建过程中，需

要占用村民谢云生家的羊圈，一开始谢

云生的媳妇说什么也不同意，工作组早

晚做工作，附近的村民也紧着说合，谢

云生的媳妇被工作组的真情所打动，思

想上转过了这个弯，红着脸说 ：“你们给

我们跑资金，建项目，图个啥？还不是

为了我们村里好，这个羊圈我要是再不

让出来，可是对不起全村人了。”有了全

体村民的支持，谢杖子村的工程进度特

别快，村子可谓一天一个新变化。山上

的梨花开了又谢了，地里的玉米拔节了

又吐穗了，工作组不断转战新的战场，

群众自发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工作虽

然很辛苦，但是看到谢杖子村发生脱胎

换骨似的变化时，大伙心里都像吃了蜜

一样甜。赶在暑期之前，各项主要工程

相继完工，在 6 个月的时间内，全村共

计硬化道路 3500 平方米，修建护村护田

坝 700 米，安装路灯 82 盏，打深水井 2

眼，拆除重建桥梁 1 座，改建村民活动广

场 4 个，新建公厕 1 个，改造危房 68 户，

扶持 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改造升级了

村广播系统，修建垃圾池 10 座，安装垃

圾箱 30 个，完成了村卫生室、农家书屋

和村委会修建工作，相应设施一应俱全。

心中种下金色的希望

谢杖子村建在两座大山之间一条狭

长谷地内，村里可用耕地少，产量不高，

青壮劳力以外出打工为主。面对尚不富

裕的村民，工作组心头总有一种紧迫感

和责任感，必须尽快找到好项目，让群

众的腰包鼓起来。经深入实地考察，他

们发现村里有大量荒山可供利用，如果

栽上栗子树，等到进入盛果期，每年都

能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经过多方协

调，很快工作组调来了 5 万多棵栗树苗，

而村民看到了有免费的树苗可栽，也非

常积极，大家一起动手，漫山遍野种上

了栗树。为了提高栗树的成活率，工作

组特地请来了县上的农技专家给村民们

讲解栗树的栽植技巧和培护要领。经过

精心培育，栗树成活率达到 90% 以上，

看着嫩绿的小芽拱破了枝条，村民眼里

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春去秋来，火红的十月正是谢杖子

村收获的季节。夕阳西下，映起漫天晚

霞，给整个村子镀上一层迷人的金色，

漫山的栗树林在秋风中闪闪发光，空气

中弥漫着果实成熟的清香。在这个金色

的季节里，驻村帮扶工作组帮村民们在

心中种下了金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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