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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向贫困

发起最后的冲锋。

无数共产党员以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豪迈斗志，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克服

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跨越难以尽数的

重重关卡，带领贫困群众走上向着美好

新生活的康庄大道。

读懂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就能读

懂中国反贫困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密码。

9899 万人——这是截至 2012 年年

底，我国贫困人口总量。

到 2020 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历史、向人

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短时间内让 1 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纵观历史、放眼世界，均无先例。

打非常之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

面对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的呼唤，一批

批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毅然奔向一处处

没有硝烟的战场。

2016 年，在青海省盐化工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工作的“90 后”共产党员

赵军章主动请缨参加驻村扶贫。

临出发前，他琢磨着，自己从小在

农村长大、熟悉农村情况，下去干扶贫

工作应该能比别人更快进入角色。

哪知道，到青海化隆县上吾具村报

到第一天，赵军章就傻了眼。村里只有

一条路，村民房屋十分破旧，驻村工作

队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最让人

失望的还是村民的精神状态，村委会旁

不大的小卖部里挤满了打扑克的闲人。

召集村里党员开会，好多人根本不

来；宣传政策，赵军章在上面小讲，村民

在下面大讲；每次开会提出的事，村民大

多反对。村民们经常对他说的话是：“你

这么年轻，你懂啥？你能办下啥事？”

怎么办？初来乍到的赵军章为了

打开村民的心房，想到了个笨办法——

多跑腿。接下来的时间，他每天挨家走

访。有的年轻人对他不理睬，他就拉着

老人聊天。走的次数多了，村民们终于

不再抵触，逐渐对他敞开了心扉。

对村里情况和村里人诉求有了底后，

赵军章带着村民一起努力：争取资金进行

危房改造，发展中药材种植、土鸡散养等特

色产业，抓好党建激活人心……慢慢地，村

容村貌、村民心态都发生了可喜变化。

2018 年底，上吾具村一举摘掉了贫

困帽。村民们都说，是赵军章这样的带

头 人 凝 聚 了 人 心 力 量 、改 变 了 贫 困 命

运。

“山里凉，来喝杯热茶，暖和一下！

这是黑麋峰出产的拳头产品黄金茶。”3

月 28 日，湖南长沙桥驿镇在大山里开起

了展销会，黑麋峰村第一书记周若愚亮

开嗓子吆喝着，将一杯杯香气扑鼻的黄

金茶递到游客手中。

不到两个小时，周若愚带来的茶叶

销售一空。

在长沙市国资委工作的周若愚，明

年就要退休了。原本可以在机关里“退

居二线”的他，却主动来到黑麋峰村这

个曾经的省定贫困村，挑起了 104 户贫

困户脱贫的重担。

“我来，就是啃硬骨头的！”工作经验

丰富的他，深知贫困户最需要帮助的就

是扶智和扶志。采取合作社代养模式帮

助贫困户脱贫、手把手教村民管理茶园、

打造一支永远撤不走的工作队……在

周若愚的不懈努力下，黑麋峰村焕发出

崭新面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为

如山的责任、庄严的承诺。党的十八大

以 来 ，全 国 共 派 出 25.5 万 个 驻 村 工 作

队、累计选派 290 多万名第一书记或驻

村干部，目前在岗 91.8 万名。他们坚守

在全国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地方，向贫困

堡垒发起最后的冲锋。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生于斯长于

斯的老支书、老党员初心不改、砥柱中流，

千里驰援的第一书记、帮扶干部尽锐出

战、不胜不归，更有思念故土的农民工党

员、“能人”党员响应号召、返乡“参战”。

安徽黟县塘田村，贫困一度如同延

绵的大山，世代横亘在塘田人面前。

走出过大山的老兵黄忠诚，退伍后

创业小有所成。2011 年，黄忠诚不再操

持自己蒸蒸日上的木材生意，而是回到

家乡挑起村委会主任的重担，“作为一

名党员，我要帮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他每天起早摸黑，把道路、供水、供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善民生、发展

经济的突破口。同时，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优势，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让沉寂

已久的荒山重焕生机。

2016年 9月 5日，在黄忠诚的不懈努

力下，塘田村茶叶专业合作社首次分红，

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

手捧分红款，贫困户们却哭了——

因积劳成疾，黄忠诚突发脑溢血倒在了

分红现场……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共产党员始终冲锋在前，不辱崇

高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缺

水少电……

走进大山深处的贵州遵义播州区

团结村，远远望去，一条绝壁上的“水

渠”仿佛蜿蜒的血管穿行在大山之间，

向周边群众输送着生命之水。

村 民 们 亲 切 地 把 水 渠 称 作“ 大 发

渠”。正是在老支书黄大发的带领下，

村民们钢钎凿、风钻敲，硬是在峭壁悬

崖间，挖出一条近 10公里的“天渠”。

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

岩陡，雨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

走，根本留不下来。温饱更是奢求——

有歌谣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

一年四季苞谷沙，过年才有米汤喝。”

对于贫穷，黄大发有更深的体会，自

幼失去双亲的他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始

终心系着这片土地和乡亲。带领群众开

山修渠、走出贫困，成为他一生的梦想。

擦耳岩——意为在这里站立，人的

耳朵都要擦着岩石，其险峻可想而知。

修渠到擦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绝壁无

法测量。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

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大家看

不到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直到黄大

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证明自己没事，

大家这才放了心。

“没有老支书黄大发带头，这个工

程修不起来！”当前后历经 30 余年修建

的水渠终于完工，清亮的渠水第一次流

进村里，大家捧着渠水喝不够：“真甜

啊！”

修一条渠，引来生命之水；筑一条

路，驱散贫困之霾。

小坝村，四川江油市最偏远的村。

群山阻隔、不通公路，让小坝人世世代代

受穷，村民用山货换袋盐，都要翻过几个

山垭。

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誓要

为村民找出一条“出路”。

1992 年，乡里筹措资金号召村民修

路，时年 24 岁的青方华第一个站了出

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村里 8 名青

年成立先锋队，带头背炸药，用钢钎凿

洞、雷管炸山，硬是建成了小坝村第一

条通村公路。

要想彻底摆脱贫困，只修通一条山

路远远不够，必须整体提升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当选村支书后，青方华开始规

划通组联户的路网，并郑重向全村群众

承诺——“一定要修好村里的路，带领

乡 亲 们 发 家 致 富 ”。 为 了 实 现 这 个 承

诺，青方华一干就是 18年。

一条条道路不断延长，一个个希望

不断萌生……到 2016 年，小坝村终于打

通了所有入户路。

路通了，青方华又带领村民们种木

耳、育香菇、养蜜蜂，想尽办法为村民寻

找致富门路。没想到，2016 年 12 月，在

走访贫困户的路上，青方华乘坐的车意

外坠崖，48岁的他再也没有醒来。

如今，小坝村已经脱贫，正一步一步迈

向小康。村民们行走在一条条浸透着青方

华心血的路上，目光坚定、脚步不停……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敢 教 日 月 换 新

天。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牺牲与奋斗，换

来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地处中缅边界的云南瑞丽市勐秀

乡，“村官鸡”品牌小有名气。创立这个

品 牌 的 ，正 是 一 名 昔 日 的 大 学 生“ 村

官”——段必清。

2009 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段必清考

上“村官”，来到勐秀乡户瓦村工作。小

山村贫困群众的生活，让在城市里长大

的他深受震撼。如何找到适合这里的

脱贫产业？

经 过 调 研 ，他 发 现 山 区 生 态 环 境

好、森林资源丰富，适合发展生态养殖

业。但是村民一直以来习惯了种植业，

对土鸡养殖不感兴趣。思来想去，他决

定自己先“试水”，只有自己成功了，别

人才有信心跟着一起干。

第一年养殖，从来没喂过鸡的段必

清交了惨痛的学费：1000 只土鸡苗死了

近一半，卖鸡的钱还了租金、饲料钱，不

但没剩余，还欠下工人工资。

照书本学、上网查、多方请教养鸡

技术……段必清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

作社，不断摸索前进，逐渐成了当地家

喻户晓的“鸡司令”。加入养殖合作社

的村民，户均年增收数千元。

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后，段必清

没有离开。“通过养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尽

管步履蹒跚，但我一直奋力向前！”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沉淀多

少真情。那些浸透汗水的衬衫、沾满泥

点的裤腿、黝黑通红的面庞，是共产党

员们留下的最美印记。

3 月 6 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

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

会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

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

退路和弹性。”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 2012 年

年 底 的 9899 万 人 减 到 2019 年 年 底 的

551 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0.2% 降 至

0.6% ，连 续 7 年 每 年 减 贫 1000 万 人 以

上。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

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脱贫。”看似

简单的一句话，生动概括了广西乐业县

百坭村第一书记杨杰兴现在的工作状

态。

乐业县是广西目前尚未脱贫的 8 个

贫困县之一，对于扎根百坭村的杨杰兴

来说，脱贫攻坚不仅是一项必须完成的

任务，更是他对已故同事——百坭村原

第一书记黄文秀沉甸甸的承诺。

“纪念文秀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

扶贫工作做好，以实际成效告慰她。”接

过黄文秀的“接力棒”，杨杰兴成为百坭

村脱贫攻坚路上的带头人。

受疫情影响，百坭村 2000 多亩砂糖

橘滞销，眼看就要烂在地里。

“群众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

什么问题。”最忙的时候，为了联系销售

渠道，杨杰兴一天打上百个电话，手机

要充两三次电。长时间接打电话导致

耳朵发红肿痛，他就戴上耳机继续打。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方联系之下砂

糖橘打开了销路，老百姓紧锁的眉头舒

展了，杨杰兴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砂糖橘之战”暂告一段落，但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的“战斗”仍在继续。

帮 村 民 干 农 活 、了 解 村 民 家 里 的 新 情

况、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杨杰兴

一刻也不曾放松。

“三区三州”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

“硬骨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正是

“三州”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让

不少凉山州干部压力倍增，布拖县乐安

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正是其中之一。

随着雨季来临，距离布拖县城仅 30

公里的洛恩村“遭了殃”，刚抹平的水泥

路面被夜雨打得坑坑洼洼。木乃什古

硬是带人又干了一上午，才把被雨水打

烂的路面补了回来。

路面的问题解决了，各村贫困户安

全住房的建设任务仍然艰巨。虽然村

子离县城不算远，但当地本就吃紧的建

材仍然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

解决问题，木乃什古又带人从 300 公里

外的会理县拉回了 5万多块砖。

每天只睡 3 个小时，睁开眼就开始

协调工作，就算感冒了也就是吃几片药

继续干……安全住房任务顺利完成，这

个“80后”却平添了不少白发。

疫情之下，有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受阻，有的扶贫项目、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延

迟……共产党员以时不我待的强烈责任感

和决战决胜的坚定意志，争分夺秒、不舍昼

夜，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奋力冲刺。

——宁夏西吉县涵江村，第一书记秦

振邦一次次打开“脱贫清单”，确认近期必

须完成的任务：“3个村组 4公里路面要硬

化，3户村民因房屋附近滑坡要搬迁”；

——云南贡山县双拉村，党总支书

记王国才时不时到地里查看长势正好

的草果、魔芋、黄精，全力帮扶村里最后

两个贫困户；

——甘肃临夏市王坪村，第一书记

马兴文在村里一片烂草滩上新建成的

牡丹休闲苑里忙碌着，期望通过乡村旅

游为村民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

……

在已经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未雨

绸缪、夙兴夜寐，尽最大努力不让一户

群众返贫。

在还未脱贫的地方，共产党员更是

殚精竭虑、冲锋在前，想尽办法不让一

户群众掉队。

在决战决胜的最前线，党旗始终在

高高飘扬……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新中国成立后，做好了在川南安家落户打算的十八

军指战员突然接到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部队要

去高寒缺氧、重山阻隔、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西藏，干

部战士的思想产生了很大波动。

时任十八军政委的谭冠三已 42 岁，头部受过重伤，

身上有弹片还未取出，是进藏部队军师干部中年龄最

大、资历最老、身体较差的同志。为使部队更好地担负

起进军西藏的光荣使命，谭冠三身先士卒，明确表示：

“为了祖国统一和共产主义事业,我将不惜献出一切力

量，甚至生命。此去西藏，如果我为国献身了，请一定把

我的骨灰埋在西藏。”他在誓师大会、师以上干部会议、

积极分子会等不同场合层层动员，反复阐明进军西藏的

伟大意义。他对战士们说：“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

下达的命令，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的

无上光荣。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胜利

完成进军西藏任务，把五星红旗胜利插到喜马拉雅山

上。”

谭冠三的妻子李光明也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他们已

经有 4 个孩子。战争年代，孩子们都寄养在河北农村。

接到进军西藏任务后，谭冠三对妻子说：“现在新中国建

立了，是应该和孩子们一起过和睦团圆的日子了。但

是，我们不能在川南安家，更不能经营‘安乐窝’。现在

全军上万名干部战士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

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

小家、舍弃儿女情长的牵挂，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

和教育全军将士，和他们一起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

命！”谭冠三这种吃大苦耐大劳、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精

神，深深地激励和感染着全军将士。经过谭冠三等十八

军领导的思想动员和示范带头，全军指战员中很快出现

了争取尽早进藏的热潮。

部队进藏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藏干部战士必须

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谭冠三在西藏军区第一次

党代会上强调：“要有长期建藏思想，才能克服眼前的

困难；要有在西藏干一辈子的决心和志气。”“六年不改”政策提出后，西藏工作

实行大收缩，大批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内地，一部分人的思想开始不稳定。面

对这一情况，谭冠三对战士们讲：“我快 50 岁了，我留在西藏工作，凭这一条就

可以说服你们，凡是确定留下来的，一个也不能走，都要留在这里。这里是苦

一些，可祖国边疆需要我们，西藏人民需要我们！”

对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组织决定让重病在身的谭冠三回内地治疗。

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西藏的发展进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70岁高龄的他应

邀回西藏看望边疆军民。临行前，战友和亲人担心他的健康，劝他不要再去西

藏。他说：“我身在内地，心在西藏，我想念他们啊！我不仅要看他们，我还要向中

央申请重返西藏工作呢。”年近古稀的谭冠三，千里迢迢回到拉萨，作报告、拜访战

友、重返农场……，由于过度疲劳，他告别西藏时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不适，回到

四川后卧病不起。 1985年 12月 6日，谭冠三病逝。临终前，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唯

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经中央批准，1986年 8月 1日，谭

冠三的骨灰安葬在了拉萨“八一农场”。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武友好，1950年出生在河南省开封

市，1966年，他在河南师范学院附属中

学毕业时，正好赶上西藏军区生产建设

部队来开封招收一批支边青年。年仅

16岁的武友好怀着建设边疆的热情，不

顾亲友劝阻从万里之遥的中州大地来

到西南边陲米林农垦团连队，当上了一

名农场工人，后来当上了卫生员。1971

年初，武友好被组织分配到昌都林厂，

成了厂里的医生。

1971 年 7 月，“昌都县柴维区一些

乡村麻疹开始流行”的消息传来，对一

个时刻把群众的病痛疾苦挂在心上的

医生来说，无疑是一声战斗的命令。

武友好向厂领导汇报完情况后，立即

背起药箱沿着陡峭的山间小道向病区

进发。一见到人，武友好就问：“病人

在哪里？”可是满怀希望的武友好失望

了，人们不相信他能治病，回应他的是

冷淡的态度、漠然的目光。当听说一

些群众在悄悄请喇嘛念经为病人祈祷

“驱邪治病”时，他更着急了。这个一

向不太爱说话的小伙子上前拉着乡干

部的手大声说：“请你相信我，我能治

病!”可是，望着这位只有 21 岁的“娃娃

医生”，围在一起的农牧民们摇摇头散

开了。武友好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从

第二天开始他就深入群众家中，决心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人们的信

任。他凭借着半懂不懂的“昌都话”，

加动作比划，耐心地劝导，终于能为几

个年轻的男子、妇女打针、喂药，这些

病人的身体很快好转了。“武友好确实

是为我们看病治病的‘阿母基啦’”的

消息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一个月

的时间，武友好不辞辛劳，从这个放牧

点到那个放牧点专心为群众治病，很

快使麻疹得到控制。

作为一名厂医，伐木工作不是武

友好分内的事，可他却说：“我是党员，

就应为厂里多干些事”。每次伐木队

上山，厂医是轮流去的，但他却总是抢

着去。1988 年 3 月 15 日，武友好接到

了地区人民医院的调令，而 3 月 16 日

又是林厂伐木工人进山顺水放木料的

日子。武友好决定再同工人一道进一

次山、放一次木料，再去地区医院报

到。3 月 26 日，武友好和其他 10 多位

放料工人一起，已经把投入河里的一

万多立方米的圆木顺流下放到 30多公

里处的穷卡乡河段时，让人担心的事

发生了。河床中间被乱石滩所阻的圆

木还没冲走，上游的木料又一根接一

根地冲了下来，越积越多……此时，只

有派人涉水登滩，将堆积起来的木料

逐一捅散才行。放料人员麻利地扎好

四只木筏，武友好自告奋勇登上了一

只木筏。石滩两边分流的河水湍急、

冰冷刺骨。不要说捅开木料，连登上

石滩也很艰难，而且放料的藏族职工

都不会游泳，怎么办？武友好对他们

说：“你们留在筏子上，我去捅木料。”说

完，他寻找到落脚点毅然下水，一根又

一根把大圆木推向激流当中。

哪 知 意 外 的 事 情 还 是 发 生 了 ，

“哗”的一声，堆积的圆木塌下一角，

把武友好撞入深水中。木筏上的工

人 赶 紧 将 一 根 长 木 杆 递 给 他 抓 住 。

但在激流带动下，木筏倾斜了，并且

向武友好落水的旋涡靠近。为了保

护木筏上不会游泳的工人，武友好毅

然松开木杆，奋力向岸边游去。刺骨

的雪水加上还没完全融化的巨大冰

块撞击，几个浪头打过来把武友好卷

走了。大家再也没有看到武友好浮

上水面，在场的工人顿时痛哭失声。

消息传到林厂，传到扎曲河两岸

的农牧民群众中，大家都悲痛万分。

人们主动来到武友好落水的地方，沿

扎曲河两岸向下游找去。大家表示：

不把武医生的遗体打捞上来，我们就

不离开扎曲河。终于在武友好落水后

的第 10 天上午，林厂工人和藏族群众

在下游 20 公里的如意村附近河段，打

捞上了武友好的遗体。1988 年 4 月 27

日上午，昌都林厂为武友好同志举行

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方圆 100多里的农

牧民纷纷骑马赶来。许多藏族群众痛

哭着、呼唤着：“门巴亚古、普桑布（好

医生啊、好儿子呀），你怎么这么快就

走了？我们舍不得你呀!”噩耗传到武

友好的家乡河南开封市，和他生前一

同在西藏高原生活战斗过的 200 多名

支边青年，自发地成立了治丧委员会，

写下了“黄河咽澜沧泣痛悼英灵，雪山

肃中原哀藏汉同悲”的挽联。根据林

厂藏族职工和扎曲河两岸藏族群众的

请求，按照当地殡葬习俗给武友好遗

体洗面、净身后，换上他生前置办的藏

装，装入灵柩安葬在昌都烈士陵园。

巍巍八崩峰低首，涛涛澜沧江垂

泪。藏族人民的好儿子、好医生武友

好虽然离去了，但他用赤诚、生命浇筑

的民族团结丰碑，将永放光彩!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史

研究室提供）

谭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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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要
将
骨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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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武友好：

藏族人民的好儿子好医生

▲ 这 是 四 川 省 布 拖 县 乐 安 乡 洛 恩 村 新 貌

（2019年 7月 22日摄）。

◀四川江油市小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青方华

24岁时背着炸药上山修路（翻拍资料照片）。

▶贵州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沿着修

建在绝壁上的“大发渠”巡查（2018年8月11日摄）。

▼ 广 西 乐 业 县 百 坭 村 原 第 一 书 记 黄 文 秀

（右）到村民家中走访（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初心赴使命初心赴使命 热血写春秋热血写春秋
——记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记脱贫攻坚中的共产党员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林晖林晖 黄玥黄玥 孙少龙孙少龙 谢佼谢佼

尽锐出战——面对党
中央的要求、人民的呼唤，
一 批 批 共 产 党 员 挺 身 而
出、奔赴战场

决战决胜——以更大
决 心 、更 强 力 度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确 保 取 得 最 后
胜利

不懈奋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共产党员啃
硬骨、涉险滩，奋力向贫困
堡垒发起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