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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泽库县是一个纯牧业县，是全国深度贫
困地区。自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该县 103名
扶贫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与村里的贫困牧民同吃
同住同干，加快贫困牧民的脱贫步伐。

5月 20日，记者跟随泽库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的
扶贫干部扎西加，实地体验了他们一天的工作。

初夏的泽库，清晨还有些寒意，远山积雪覆盖。
扎西加早早起了床，将衣服穿厚一些，然后来到

办公室，筛选出文件资料，为新一天的扶贫工作做
好准备。

今天，他要去和日镇、王家乡、宁秀乡和巴滩牧
场易地搬迁点，就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自 2016年，泽库县“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全面启动，这是一项政策性、社会性、系统性、专业
性极强的工作，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
工程。

仅仅在短短 2年多时间里，泽库县便已完成占
全省易地搬迁十分之一人口的艰巨任务，共安置贫
困群众 4394户 16832人，项目投资规模达 9.6亿元，
从根本上解决了偏远牧区贫困群众“无住房、行路
难、就医难、上学难、吃水难”的五大难题。

扎西加的足迹遍布全县 38个易地扶贫安置点
工程一线。清晨 8时 20分，走进扎西加的办公室，
电脑屏幕还在闪着亮光，屏幕上是昨天下乡需要整
改的问题清单。昨天，他加班到凌晨1时才休息。

此刻，他拿着一包榨菜，正啃着馒头，见我们进
来，他含蓄地说道，“自从当了扶贫干部，就学会了
吃饭一要吃得快，因为时间总是很紧；二要吃得饱，
因为经常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什么时候……”

8时 50分，扎西加的手机铃声响起，他接完电话
后，从手机上的通话记录我们发现，他的第一个电
话是早上 6时 35分打进来的，到现在已经有 30多个
电话进进出出……

“从早上到现在，就是这个工作状态。要和各乡
镇、各部门协调，大家见不到面，用手机最有效率。”
扎西加说，“忙的时候，一天要接 300多个电话，最多

时，一个月用了近500块话费。”
9时 30分，扎西加去易地搬迁点，驱车 80多公

里，到了和日镇吉龙村安置点。
走进牧户才让端智家中，才让端智看到扎西加，

握住他的手说，“扎西啊，最近家里常常断水……”
扎西加于是掏出手机，给水利部门负责人打电话，
汇报部分搬迁户自来水不通畅问题……

扎西加告诉我们，他经常与供电、交通等部门打
交道，有时候凌晨 1时左右，都会有牧户打电话告诉
我们停电了，要求我们协调解决。那时，我只能跟
供电部门打电话反映这个情况，不然第二天事情太
多又忘掉了。

13时 30分，简单吃过午饭后，我们和扎西加一
同前往王家乡易地搬迁点。

同行的王家乡扶贫干事夏吾更太说，“我们乡扶
贫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已经走遍了全乡的所有牧户，
贫困户更是去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是逐一入
户，面对面登记核实有关信息。大家都加班加点，
尤其是工作站的好几个同事，有时候干脆吃在村
里、住在村上。”

这是王家乡精准扶贫工作站干部的一个缩影
——忙啊，忙已经成了他们的工作常态。

16时 40分，天气渐渐变冷，要下雨的感觉。我
们赶往宁秀乡。

在车上闲聊时，宁秀乡扶贫干事娘吉加无意中
说起了他的家事，“孩子出生时，因为工作忙，没陪
媳妇，也没见到孩子，媳妇是老师，嘴上说理解我的
工作，可心里肯定有埋怨，到现在，孩子还只能靠老
婆一个人照料，我嘛，指望不上。”看得出来，娘吉加
对此感到十分愧疚。

“清明节过后，我们就再没怎么休息过了，时间
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多忙一点，刚搬迁的
贫困牧民就可以住的安稳一些。”扎西加说，这是责
任，可马虎不得。

一户接着一户，走走停停，有不配合政策的要讲
道理，有抱怨的要劝说，有矛盾的要开导……时间
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天就黑了，等到吃晚饭时，已经

8时多了。
20时零 5分，累了一整天，大家早已饥肠辘辘。

刚把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在手上，扎西加收到一条微
信，县脱贫攻坚指挥部通知：晚上召开易地扶贫搬
迁问题整改讨论会。

20时 50分，县政府办公大楼里仍是灯火通明，
人头攒动，聚在县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易地扶贫
搬迁问题整改讨论会，等扎西加开完会，已经接近
晚上十时了。

此刻的我们已疲惫不堪，匆匆与扎西加告别。
第二天早晨，我打开微信，看到了扎西加凌晨 1

时多还在微信朋友圈发信息：一张县政府办公楼的
照片，配发的文字是，“今天晚上的会议结束，但我
们的加班工作才刚刚开始。”

时至今日，泽库县精准扶贫工作喜人的成绩背
后，离不开扎西加、娘吉加、夏吾更太在内的无数扶
贫干部们，他们铆足干劲、充满信心，在自己的岗位
上辛勤努力。他们是牧民的公仆，始终同牧民想在
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有了这种不等不靠、干
事创业的精神头，打赢这场脱贫战，自会时日可待。

诗人艾青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采访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扶贫干部扎西加时，我们对这句诗的含义有了更为
深刻的理解。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
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

在青南地区偏远的泽库县，一大批党员干部深

入基层发动群众，以一名公仆的身份，为贫困牧民办
实事、办好事，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改变贫困现状，通
过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采取宣传引导、政
策激励、典型示范、村规民约等多种方式，回应牧民
群众需求。这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
充分体现，必然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
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同时，在高寒缺氧的泽库，打赢脱贫攻坚战也成

为培养锤炼干部和人才的重要平台。作为人民的公
仆，一大批扶贫干部到贫困村和牧民一起脱贫攻坚，
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不仅有事干，而且有条件干事、干
成事，这对于扶贫干部而言，更是非常难得的锻炼机
会，对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受
益匪浅的。若干年后，这些干部中就会出现一批对牧
区有感情、懂牧区、懂牧民的基层骨干，这是我们党的
宝贵财富，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价值体现。

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榜样的事迹温
暖人、鼓舞人、启迪人，榜样的精神正凝聚起脱贫攻
坚的汩汩力量。

就在5月24日，青海日报刊登了《扶贫干部扎西
加的一天》及记者感言《扶贫干部的公仆情怀》，这一
天，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的工作群里沸腾了，党员
干部纷纷在微信里转载，扶贫干部们更是振奋了
精神。

泽库县委副书记、县长更智才让感触颇深，他感
谢《青海日报》长期以来对泽库县扶贫工作的一系列
报道，感谢记者将视角放在关注一线默默奉献的扶
贫干部们。

他这样说道，“近年来，泽库扶贫事业取得了长
足进步和发展，广大干部群众付出了艰辛努力，也涌
现出了很多像扎西加同志一样优秀的扶贫干部，他
们在一线坚守、在基层实干，有力地推动了精准扶贫
工作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借助青海省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在泽库召开的大好时机，遵照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部署，对标省、州委的要
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如
期实现脱贫摘帽。”

“距离全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
的召开迫在眉睫，扶贫干部扎西加是我们身边的榜
样。”5月24日，泽库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县扶贫开发
局20多名干部聚集在办公室，为青海省脱贫攻坚优

秀工作者扎西加的付出点赞。一时间，微信朋友圈、
各媒体网站、微信公众号纷纷转载，一时间，扎西加
成了整个泽库县的“名人”。

从细微处彰显党员本色，从无私中展现公仆情
怀。《扶贫干部扎西加的一天》塑造了一个真实丰满、
有血有肉、可亲可敬可学的扶贫干部形象，让奋战在
扶贫一线的干部们产生共鸣、得到启迪，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李春燕这样说道。

精准扶贫档案是历史的见证。县精准扶贫指挥
部负责档案工作的周洛太如是说，看到《扶贫干部扎
西加的一天》报道后，心里觉得很欣慰。作为他的同
事，我感到很骄傲，档案工作是个细活，我们要像扎
西加一样，精细的做好每一项工作。

扶贫基础数据就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扶贫基础
数据准确了，脱贫攻坚基础数据质量提高了。作为
扎西加的同事，有“数据爸爸”称号的泽库县扶贫开
发局李加才让看到这篇报道后说“这篇报道反映的
其实是每一名扶贫干部的一天，作为扎西加的同事，
他身上那种共产党员敢于担当、不畏艰难、时不我待
的奋斗精神常常感染着我，在扶贫路上能有他这样
的同事和榜样而骄傲。”

触动，扶贫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与贫困户“心连心”。
泽曲镇干部多吉恒茂说道“做群众工作，容不得

半点虚假。必须走百家门，才能知百家情。扎西加把
扶贫工作当成事业，用心用情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

难事，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

气象。
宁秀乡有15个行政村，全乡4745户17969人，其

中建档立卡户1226户5127人，脱贫压力更大。面对
这些困难，宁秀乡干部不怕苦、不怕累，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宁秀乡党委书记华多看了《扶贫干部扎西加的
一天》，将其转发至朋友圈，并留言“扎西加的一天，
是宁秀乡所有干部的一天，你们以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的干劲，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责任
和担当，扎实工作，默默奉献，宁秀乡各项工作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向你们致敬。”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
领。泽库县委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人李富国说“扎西
加是泽库年轻干部的代表，他们怀揣青春理想，秉持
实干本色，践行笃实标准。我们按照人岗相适的原
则，有计划分批次安排年轻干部到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等基层一线‘接地气’，挥洒汗水、蹲苗成长，使他
们真正成为热爱泽库、扎根泽库、奉献泽库的好青
年、好干部”。

泽库县各级干部纷纷表示，《扶贫干部扎西加的
一天》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让人感触很深，他们是扶
贫路上的榜样，我们将以他们为标杆，前赴后继、攻坚
克难，为这场难打的脱贫攻坚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使命呼唤担当
姚斌 王志青

扶贫干部的公仆情怀
姚 斌

扎西加在路上。

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采访札记

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记者感言

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脱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