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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鹤琦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精准脱贫，

共赴小康。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
时刻，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以下简
称示范区）按照省、市脱贫攻坚重大决
策部署，上下一条心，铆足一股劲，加
大力度、加快速度、加紧进度，全力以
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精准识别 算好 “贫困账”

“你家几口人？主要收入来源有哪
些？”日前，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扶贫攻
坚战在示范区如火如荼地开展，197名
干部放弃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吃住在
村，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情况
进行“拉网式”核查，确保贫困人口建
档立卡数据准确、真实。

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关键是精准识
贫。示范区深谙此理，坚持精准识别，
一村一村查找问题，一户一户规范档
卡，算好 “贫困账”，迈好脱贫攻坚

“第一步”。该区成立29个脱贫攻坚责任
组，逐村逐户地毯式排查，重新明确了
区直单位抽调人员、乡镇领导班子成
员、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和帮扶责任
人，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全面排查出精
准识别、精准帮扶、基础材料、资金管
理、驻村帮扶等7大项13小项的具体问
题，逐一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严
格落实销号制度。截至5月30日，全部
问题已整改到位。

与此同时，示范区按照省档卡规范
化管理要求，印制了600份贫困户精准
帮扶明白卡，实行全面排查、逐户核
查，严格落实“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

六定”工作法，对拟新识别贫困户、返
贫户、清退户逐户分析研判，严格执行

“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做到“三个
零差错”“三个显著提高”。截至5月15
日，示范区入户普查已全部结束，共排
查 14657 户 63920 人，共识别出贫困户
88户255人。

精准施策 开好“扶贫方”

实施精准扶贫，必须精准施策，
开好“扶贫方”。示范区立足大开发、
大建设实际，坚持以大开发带动大产
业，大产业带动大就业，整合项目建
设中提供的就业岗位，优先保障有就

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群众，构建
起以产业保障、就业带动为根本的大
扶贫格局。

项目带动，强“造血”、巧“滴
灌”。以招商项目带动就业脱贫，与开
源集团联合共建三河湾都市生态农业扶
贫产业园，制订 “百户脱贫”活动方
案，采取安排就业和帮助种养加工等方
式，对 100 户群众量身订制脱贫方案；
与漯甜合作社共建采摘示范园，针对失
去劳动能力或先天无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拟采取财政出资入股漯甜合作社，
实行企业代管，贫困户拥有产权，经营
盈利“企困分红”（贫困户按合同期限
逐年收回本金），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由管委会协调资金支持，合作社
提供就业岗位。

社会帮扶，强引导，聚合力。引导
现有企业认领帮助贫困户，开发就业岗
位，助力有就业能力的贫困户稳定脱
贫；开发公益岗位带动脱贫，村级环卫
工等公益岗位优先保障有就业能力和就
业意愿的贫困群众；以重点项目建设带

动就业脱贫，正在建设的沙河沿岸综合
整治等项目，已整合提供绿化养护、清
扫保洁、门卫等就业岗位12个。

党建引领，强带动，一对一。鼓励
带富能力强的党员干部一对一认领贫困
户，实行一对一帮扶，确保达到“两个
百分之百”（能就业的贫困群众“百分
之百”就业帮扶，已脱贫的能就业群众

“百分之百”就业帮扶），真正做到真扶
贫、扶真贫。

精准保障 打赢“脱贫仗”

贫困群众有期待，党员干部有责
任。（下转2版）

攻坚克难 精准扶贫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 新 张俊霞 王艳彬
“什么？！”
5月21日晚，突然听到朱华伟病逝的

消息，远在甘肃省平凉市的张宝胜有些控
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再说一遍！你
再说一遍！”

尽管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还是不相
信这是真的：“就在前几天，俺俩还商量
着‘八一’召集老战友聚会哩！华伟一口
一个老班长，叫得可亲了！”说着说着，
电话那边传来了抽泣声。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还有朱华伟的
领导和同事。

漯河日报社社长甘德建沉痛地说：
“朱华伟的突然离去，使报社失去了一名
好同志。十多年来，朱华伟虽然一直默默
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却在平淡的工作中
践行着党员的先进性……”

5 月 21 日下午，朱华伟去世的消息
传到单位，翟金凤呆坐半天没有缓过神
来。

翟金凤是朱华伟所在党支部的书记。
她说，就在发病前一天，朱华伟还主动找
到她交了100元的党费。说是多交点，免
得该交时他在外跑车回不来。

在报社花园居住的报社职工家属们，
也对朱华伟的去世感到震惊和揪心。

朱华伟曾经干过报社花园的门卫，和
在小区居住的职工家属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

“那么好的孩子，咋能突然就走了
呢？”“那孩子是个热心肠，俺孙女小时候
他可没少帮着照看。”“才四十出头的人
呀，他这一走，家里不是塌天了？”说着
说着，大家抹起了眼泪。

……
朱华伟是5月21日下午去世的。
5月9日，作为发行部司机的他，像

往常一样，5点30分准时起床，洗漱完毕
直奔单位。

6点钟左右，他已载着6000多份报纸
从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附近的新闻大厦出
发，沿漯舞路一路向西投送报纸，途经源

汇区空冢郭镇、大刘镇、问十乡以及舞阳
县各乡镇，然后经郾城区裴城镇、新店
镇、龙城镇返回，沿途共 19 个报纸投送
站点，总车程 220 多公里。如果不遇堵
车，正常情况下，他应在下午1点左右返
回新闻大厦。

当天，妻子赵娟一直在家等到夜里10
点，仍不见朱华伟回来。她预感有些不
妙，像疯了一样沿朱华伟送报返回的路线
一路寻找。

终于，借着路灯，赵娟在离107国道
不远的郾襄路南侧看到朱华伟。当时，
朱华伟正有气无力地靠在绿化带上。不
远处，停着送报车。附近的人告诉赵
娟，车在那停老半天了，人看起来昏昏
沉沉的，还以为他喝醉了。

从后来的就医检查推断，当时的朱华

伟已突发脑溢血。
得到消息的漯河日报社社长甘德建连

夜赶赴医院安排救治事宜。
虽经全力救治，朱华伟最终还是离开

了我们，年仅41岁。
他把生命定格在了还没有跑完的送报

路上，定格在了对家人一个个心愿的完成
中，定格在了面对党旗的庄重承诺里……

“脏活儿累活儿，总得有人
干。年轻人多干点儿不吃亏！”

一米七四的身材略显单薄，脸上总挂
着淡淡的笑容，见到不熟悉的人还有几分
腼腆——朱华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随和、
善良。

1992 年底，带着父母的期盼和自己

对部队的向往，16 岁的朱华伟走进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巴克图边防检查
站，成为驻守祖国西部边陲的一名武警
战士。

在巴克图边防检查站的9年中，他大
部分时间待在炊事班，每天为战友们的一
日三餐操劳着。买菜，做饭，打扫卫生，
出煤渣……这些活儿琐碎而繁重，朱华伟
却从来没叫过苦，更没有找过领导要求换
岗。

“别人不愿干的活他抢着干，别人不
愿吃的苦他愿意吃，是大家公认的‘老黄
牛’。”带了朱华伟6年的老班长张宝胜评
价说。

也正是凭着“老黄牛”一样的干劲，
朱华伟学得了一手好厨艺，还入了党，被
评为优秀士兵，升任炊事班长，被授予一
级士官军衔。

“华伟如果晚两年退伍，一定还能
升职，当时部队领导多次挽留，但他还
是转业了。”同乡战友王云峰清楚，朱华
伟有身体不好的父母和智障的哥哥需要
照顾。

2001 年 11 月，朱华伟转业返乡。等
待安置期间，他干农活儿、打零工，维持
着一家人的生活。

2004 年 4 月，他被安置到漯河日报
社物业管理办公室。当时，恰逢报社家
属院——报社花园竣工入住之际，他被安
排到门卫岗位，并且一干就是3年。那时
他在老家召陵区召陵镇岗赵村住，上下班
骑行15公里，却从没迟到过。

当了3年门卫，朱华伟和报社职工家
属“混成了一家人”——哪家老人提的
东西重了，他赶忙抢过来；谁家孩子顾
不上带了，他主动要求照看。大家说，
只要看见是朱华伟值班，心里会特别踏
实。

时任物管办主任的潘新民说，朱华伟
责任心特别强，值班时巡逻认真细致，他
干门卫期间，报社花园没有发生过一起丢
窃事件。

（下转2版）

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人生
——追记漯河日报社职工朱华伟

■本报评论员
朱华伟短暂的一生，用勤劳朴实的奋

进之笔写就了践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动人
篇章，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朱华伟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
迹，有的只是平凡之中的坚守、平淡之中
的进取、平常之中的付出。作为一名基层
共产党员，20多年来，无论在部队当炊事
员，还是在报社做门卫、当司机，朱华伟
从事的都是平凡、琐碎且艰苦的工作，干
的甚至是最脏最累的活儿，但他始终任劳
任怨，不讲条件、不计报酬，默默坚守、
无悔付出，最终靠敬业实干赢得了尊重。
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本已不易；干

一行钻一行爱一行，成为行家里手，更是
难得。在部队炊事班，正是凭着“老黄
牛”一样的干劲，朱华伟学得了一手好厨
艺，还入了党，被评为优秀士兵，升任炊
事班长，被授予一级士官军衔；担任送报
司机十年来，朱华伟每天要行驶220多公
里的车程，跑遍了所服务区域的乡间小
道，哪天哪条路会堵、遇到集会如何绕
行，朱华伟心里有本“活地图”。把工作

做专、做精、做出门道，把平凡的工作做
得不平凡，这是朱华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
的财富。

朱华伟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看到
别人有难处，总会出手相助。无论是对
家乡父老、单位同事、戍边战友还是萍
水相逢的路人，不管是当小区门卫帮人
带孩子还是在公交车上抓小偷，朱华伟
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利益与安危，而

是对方的需要，这种不忘初心、敢于担
当的举动，践行了我们党以民为本、敢
于牺牲的作风和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
勇于担当的可贵品质。希望我们每一位
共产党员，都能从朱华伟身上受到启
迪、得到启发，谨守承诺，不忘初心，
踏实做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
员的先进性，共同推动漯河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平凡岗位践行共产党员先进性

“感谢企业服务团的服务和帮助，
他们真是企业的‘娘家人’，及时帮我们
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现在企业生
产经营红红火火，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了！”近日，
在漯河桂馥农业有限公司，提起舞阳县
派驻到该公司的农林局服务团，公司副
总经理李玉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漯河
桂馥农业有限公司是舞阳县一家食用菌
深加工企业，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但
由于供不应求，出现了本地香菇、双孢
菇供货不足的问题。舞阳县农林局企业
服务团了解到他们面临的困境后，主动
牵线搭桥，积极推广菌类种植，帮助漯
河桂馥农业有限公司在孟寨、九街等四
个乡镇建立了生产基地，解决了企业原
材料不足的问题，为企业长远发展备足
了后劲。

2015 年以来，舞阳县积极应对经济
下行压力，坚持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
公里”，组织县直单位发挥部门优势，组
建企业服务团，梳理企业亟待解决的问
题63个，目前已解决42个，助力企业破
蛹蝶变，实现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快
速发展。

实施精准选派。舞阳县企业服务
团工作办公室定期深入规模以上企业
开展调研，收集问题进行梳理，本着
利于发挥单位职能作用原则，选派县
直部门服务团开展工作。截至目前，
该县已选派 4 批共 44 个服务团 163 人
次。针对 14 家企业提出的资金短缺问
题，舞阳县金融办联合县人民银行共
同组建服务团，通过召开银企对接会
等，先后帮助 11 家金融机构与 164 家
企业达成 192 项融资协议，融资 30.9 亿
元。为了解决“用工荒”问题，舞阳
县人社局实施“春风行动”，先后为广
恒电子、宏福鞋业等企业招收工人 600
多人。为了加快推进金大地公司危险
化学品搬迁改造项目，舞阳县政府专
门成立了以常务副县长为团长的企业
服务团，全力为企业项目建设保驾护
航，有效推动了项目实施。

健全工作机制。为加强一线的工作
力量，该县选派业务熟、能力强、作风
实的干部组建服务工作办公室，发现重
大问题及时提交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
务会进行研究，确保企业服务工作始终
有人抓、不断档。该县还先后研究出台
了 《关于开展企业服务团提升年工作
的通知》《舞阳县重点企业首席服务员
制度》《政策落实进企业活动实施方
案》 等文件，建立了企业服务团微信
群，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工作网络。落
实“周通报、月讲评、季总结、年表
彰 ” 制 度 ， 将 企 业 服 务 工 作 纳 入 县
委 、 县 政 府 平 时 督 查 和 年 终 考 核 内
容，达到了鼓舞先进、鞭策落后的效
果。

务求服务实效。该县各服务团坚持
一企一策、精准发力，对于企业的诉
求 不 推 诿 、 不 扯 皮 、 现 场 办 、 马 上
办，确保问题按照规定时限解决。对
涉及企业发展的难点问题，集中全县
力量，实施重点突破，提升服务层次。立足企业长远发展，
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摸排企业人才需求状况，多次组织人员
赴有关高校和科研部门开展人才招聘活动，柔性引进舞阳企
业发展紧缺人才。2015 年以来，该县先后邀请高层次专家举
办企业发展专题讲座 6 次，引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34
名，高级工程师 63 名，建立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10 家、市
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32 家，取得省级科技进步奖 3 项、市级
科技进步奖 8 项。同时，深入开展“政策落实进万企活动”，
将各项政策汇编成册送到企业，并先后组织全县 9 个部门深
入企业举办政策宣讲会 14 场，培训人员 12000 多名，帮助企
业最大程度地享受政策红利。

（赵明奇 胡晓慧 朱乘仟）

舞
阳
：
企
业
有
困
难

就
找
服
务
团

2016 年 6 月 25 日，朱华伟 （前排举旗者） 参加报社组织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翟金凤 摄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