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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真情在扶贫帮困中流淌
文 / 图 本报记者 王玉兰

藏汉双语认亲卡。

位于同仁县城西北部的年都乎乡夏卜浪

村全村 353户 1630人，劳动力 847人，耕地面

积 2328亩，旱地 2188余亩，是典型的半农半

牧村，也是州检察院和同仁县林业局的联点

帮扶村。

2015 年 8 月 10 日中共黄南州委十一届

十一次全委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攻坚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

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全面部署了我州精准

扶贫工作，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州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战的扶贫工作总体思路，并就精

准扶贫工作提出四个具体的实施要求。

州检察院按照州委的总体部署，及时成

立了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与同仁县林业局

前后两次深入夏卜浪村走访，在该村两委班

子的积极协调下，根据贫困人口的特性进行

“个性化”扶贫，制定“一对一”扶贫方案，确

定了该村 60户 210人为精准扶贫对象，并一

一建档立卡，其中，在这些贫困户中，因病致

贫的18户，因残致病的4户，单亲家庭11户。

4月 26日至 27日，州检察院和同仁县林

业局带着全体干部职工的一片真情集中进村

开展结对扶贫帮困活动。

州检察院负责人介绍说，夏卜浪村是此

次精准扶贫工作中检察院和县林业局的联点

帮扶村，对于村子里的很多情况他们了解的

还不够透彻，此次进村一则让干部职工认认

自己的帮扶对象，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二

则为困难群众带来大家的一点心意。

州检察院干警和县林业局干部职工以及

该村贫困户代表见面会上，州检察院精准扶

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向现场的村民详细说

了此次进村的来意以及国

家关于精准扶贫的相关政

策。会后干警和干部职工

向该村贫困户代表发放了

面粉和食用油。据悉，州检

察院和同仁县林业局分别

为夏卜浪村 44户 147人、11
户 49 人送上价值 9100 元和

2600 元 的 面 粉 和 食 用 油 。

这些都是常人眼里看上去

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前来领

取物资的贫困群众却是个

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在

记者看来，他们送来的不仅

仅是物资，而是春风化雨般

的温暖和真情。

而此时，村委会大院里的一幕更让记者

内心感动满满。

记者看到，前来认亲结对的干警和干部

职工们纷纷寻找自己的帮扶对象，与村民热

心交谈，并仔细了解结对家庭的生产生活状

况及目前存在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鼓

励村民一起想办法、找路子摆脱困境。并送

上写有自己名字、联系电话的结对认亲卡，叮

嘱村民要全力做好生产，有困难就打电话联

系，便于帮助解决问题。交谈之余，大家都主

动上前帮助村民把领到的面粉和食用油拿回

家。而此时，大家手持的红、蓝卡片却又引起

了记者极大的兴趣。

原来，在完成精准识别工作以后，州检

察院依据该村贫困户实际和方便与群众沟

通联系，制作了《干部职工与贫困户结对认

亲卡》，卡片是一户两份，分别为《干部职工

与贫困户结对认亲卡（留存）》和《干部职工

与贫困户结对认亲卡》。两卡背面内容更为

丰富，《认亲卡（留存）》和《认亲卡》背部分别

是贫困户反映事项落实情况和结对认亲服

务情况。反映事项，反映时间，落实情况，服

务时间，服务内容等字样一一列入认亲卡，

极大的方便了联点单位和帮扶对象之间的

日常沟通和联系。而同仁县林业局的《认亲

卡》更具有人性化，卡上所有文字均为藏汉

双语，便于干部和群众的交流。

贫困是诸多困难叠加的结果。在夏卜

浪村记者了解到，导致该村部分农牧户贫困

的原因主要是因病、缺少资金、缺少劳动力

或家庭部分成员丧失劳动力、无技能、抚养

（赡养）负担重加之村民发展意识淡薄、文化

程度不高、观念落后以及基础资源利用率低

等。因此，如何破解这些基础条件差、观念

落后的瓶颈制约，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帮助

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成为扶贫开发面临的

一大难题。

州检察院精准扶贫领导小组负责人和同

仁县林业局负责人纷纷感慨地说，我们为村

里的贫困群众做的这点小事，就是尽了点微

薄之意，也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大家脱贫致

富。这些贫困群众中，多数人文化程度较低，

接受和获取新政策、新观念的渠道不畅通。

下一步，我们打算为这些困难群众举行转变

观念、解放思想相关知识的培训班，念好政策

扶贫经，依据国家的相关扶贫政策，鼓励他们

中有能力的人自主创业；从教育、解决劳动

力、医疗救助等方面给予他们最大可能的帮

助，使就业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得到不断

增强。据悉，目前，同仁县林业局已初步确定

为11户49人中的13人实施劳务输出，为2至

3人解决公益性岗位。

干警、党员干部和职工带着政策、带着感

情、带着任务进村入户送温暖，他们抚慰助困

的同时，收获着感

动，收获着群众的

信任。这种信任，

这份浓浓的真情

温暖着晨曦中的

村庄，在每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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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本加与院干部在贫困群众家中州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本加与院干部在贫困群众家中。。发放帮扶物资。

本报讯 近期，同仁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和扶贫（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骨干力
量，通过打造“支部+党员+扶贫工作队”工作
模式，全力维护虫草采挖期间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一是
及时组建成立虫草采挖点临时党支部，临时
党支部书记由乡镇蹲点领导和村党支部书记
担任，将采挖点党员全部纳入临时党支部管
理范畴，真正使临时党支部成为凝心聚力、加
强团结、维护稳定的坚强堡垒。同时，将“阵
地飘党旗”活动延伸拓展到虫草采挖一线，在
各虫草采挖点醒目位置插挂党旗，充分发挥
好阵地堡垒作用。二是加强党员群众思想教

育引导工作，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省委十二届十
一次和州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以及省、
州、县委重要决策部署等，增强党员群众的发
展意识、团结意识和稳定意识。同时，加强各
项强农惠农政策的宣讲力度，引导群众把心
思和精力放到脱贫致富奔小康上来。三是切
实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各村级党组
织和临时党支部及时划分责任区、积极落实
基层党员分片包干负责制，加大采挖点的巡
查、蹲守值班力度，牢固筑起维护社会稳定的

“第一道防线”，防止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发
生。四是全面落实各“三联三促”联建单位党
组织与联建村党组织“结对共建帮村”机制，

各联建单位要深入虫草采挖一线，了解掌握
群众的思想动态，做好帮扶慰问、解疑释惑等
工作，让广大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

广大党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一是认
真开展“党员亮身份”活动，虫草采挖点所有党
员统一佩戴党徽，主动亮明身份，积极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切实增强党员意识、
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配合协助乡镇党委和村

“两委”开展工作，自觉维护虫草一线和谐稳
定，用实际行动彰显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和
良好形象。二是落实党员干部结对认亲帮户
机制，采取电话联系、入户走访慰问等方式，及
时与各自联系户沟通交流，密切关注群众舆论

及思想动态，积极帮助解决虫草采挖期间的困
难问题，在经常性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与
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
持，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三是全面掌握社
情动态，主动认领责任区、责任户，做好群众思
想宣传引导、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等工作，教育引导责任户和身边群众增强法
制意识，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扶贫工作队发挥好骨干力量。充分发挥
扶贫（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干部在助力基
层生产发展、助推脱贫攻坚、维护和谐稳定等
方面的骨干力量，主动担当，履职尽责，积极
协助村“两委”做好虫草采挖期间的各项工
作。特别是维稳重点村第一书记和扶贫（驻
村）工作队，务必深入虫草采挖一线，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突出问
题导向，分析研判有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的各
种不稳定因素和苗头隐患，落实好维稳工作
措施，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隐患消除在萌
芽状态，确保虫草采挖期间的平稳有序，继续
保持和巩固好去年虫草采挖期间“零事件”的
良好局面。

同仁县“支部+党员+扶贫工作队”工作模式
力保虫草采挖的平稳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