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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跌倒都是胜利的倒数，每条歧
途都是成长的学步……”这首歌词仿佛
为陈浩南量身定制，唱出了他心中那团
火：决不认输！

在杏花村脱贫攻坚的战役中，陈浩南
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不论道路多么
坎坷，他都坚守在一线。

为杏花村修路是项大工程，其间的
困难超出陈浩南的想象。这期间，陈浩
南被骂过，被打过，还被诬告过，但他没
有放弃：“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修好
这条民生路。”

面对丹参滞销的状况，陈浩南勇于
担当。他不辞辛苦，先后赴天津、上海、

四川等地推销丹参，为农产品销售“谋出
路”；他不畏艰难，无私奉献，带领村民开
辟小尾寒羊致富之路。

使命如山，奋楫笃行。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陈浩南一直以此勉励自己。在杏
花村驻村的 3 年 4 个月里，陈浩南十天
半个月才能回一趟家，错过了孩子出
生、成长的许多瞬间，对家庭多有亏
欠。他舍小家为大家，只为老百姓能走
上致富之路。

乘长风，破万里浪。陈浩南不畏惧、
不服输，在新起点选择连选连任，向着乡
村振兴的目标奋勇前行。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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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不能蜻蜓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神龙

见首不见尾。这方面，各级党组织和组织部门要管好抓紧，确保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帮扶工作。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太阳从不落下，只在前方重新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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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雁”领航，“群雁”齐飞。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的战役中，驻

村“第一书记”就是“领头雁”。他们就像
贫困村的体温计一样，监测着每村每户
的动态，掌握第一手信息；他们就像乡村
振兴的发动机一样，爬山路、迎雨雪、斗
风沙，打通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选好“领头雁”，就能脱贫一个村、富
裕一方百姓。

2018年，是我国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的开局之年。为了打胜这场“历史性战
役”，驻村“第一书记”是尖兵，他们离开
城市，奔赴乡村，不辞千辛万苦，无畏万
水千山。

在辽宁，这样的“尖兵”共有2.02万
名。他们中不乏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
部，来自于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分三
批奔赴“战场”，覆盖了全省839个乡镇
1.17万个行政村，为脱贫攻坚献出青春
力量。

他们是乡村建设的“奠基人”，驻村
第一要务往往都是完善基础
设施，修路、修桥、建水利工
程……用辛劳和汗水，修补
贫困村的一个个短板；他们
是乡村发展的“谋划人”，因
地制宜“开药方”，发挥优势

“拔穷根”，创新思维“走新
路”，在实践中擘画田园新图
景；他们是农村群众的“贴心
人”，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
一叶总关情，驻村，就要“驻”
到群众心坎里，把村民的事

时刻放在心上，真心为群众服务。
吃在村里，住在村里，忙在村里，村

里就是“第一书记”的家。然而，他们有
自己的小家，有年迈的父母，有需要照顾
的子女。为了写好高质量脱贫攻坚的时
代答卷，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宛如“地基”
中的“钢筋”，沉得下、立得稳，殚精竭虑，
起早贪黑，无私忘我。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美化乡村、带富乡亲、发展产业、卖

力直播……他们挥洒汗水，播种希望，终
于结出硕果。截至2020年底，辽宁省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省84万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累计实施产业扶
贫项目 11982 个，共有 11.7 万建档立卡
贫困户危房得到翻新改造，14.5万名贫
困学生得到帮扶，39.2万名建档立卡人
口享受过低保扶持，实现了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对建档
立卡人口全覆盖。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在我国迈向下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基层仍是主战场，人
才队伍还是关键。

2021 年 8 月起，辽宁省的“第一书
记”们再次出征，为乡村振兴而战！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在新一轮的干部选派
中，辽宁省向1790个脱贫
村、4756个集体经济薄弱
村、创建美丽宜居村选派

“第一书记”，共计 1 万余
人，其中青年“第一书记”
超过一半，为乡村振兴注
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
当时。在“第一书记”的选
派中，想干事、能干事的优
秀年轻干部被优先考虑，
他们将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砥砺品质、
提升素质，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舞台上，不
负韶华、不负时代。

杏花村，地处两省三市交界，本该四通八
达、经济繁盛，却因山脉的阻隔，留住了自然风
光，也困住了发展的脚步。

2018 年，25 岁的陈浩南与杏花村初相识，
在见识了杏花村之美的同时，也体味到了“行路
难”的苦楚。

“那几条烂泥路，坑坑洼洼，几十年来，我们
只能踩着河套出行。每逢下雨和结冰，更是寸
步难行。”当陈浩南进行摸底工作时，村民们纷
纷说出肺腑之言：“没有路，玉米卖不上价，别的
村玉米能卖上9毛一斤，咱们村只能卖上六七
毛的价。”解决出行难的问题已迫在眉睫，陈浩
南把“为民求路”作为村里的头等大事来办。

缺资金，他带着“不怕走破脚皮”的拼劲儿，

跑遍了省市县的各级交通部门，终于带回了好
消息：“交通厅为村里拨付14.5公里的水泥路和
两座大桥的建设指标。”

路修好了，老百姓的脸上有了笑容。年过
花甲的村民刘玉芝对记者说：“路修好了，有了

‘翻身’的感觉，未来的日子可有盼头嘞！”
首战告捷，陈浩南没有止步，他开始琢磨下

一个难题。杏花村占地面积6.22万亩，共有村
民967户3002人，分别住在16个自然屯、20个村
民组，是老大杖子乡面积最大、居住最分散的合
并村庄。这里的村民大多种植玉米，靠天吃饭。

玉米种植效益不高，陈浩南想从根儿上改
变杏花村的农产品种植结构。几番调研后，他
把目光投向中药材丹参种植。2019年上半年，

杏花村成功流转土地112亩，建立了丹参生态
种植示范区。然而，好事多磨，当年干旱，丹参
总产才3万斤，只有预期的一半。2020年初，受
疫情影响，许多药厂纷纷转产抗流感病毒药品，
丹参几乎“无人问津”。

丹参滞销，陈浩南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只
靠“一条腿走路”，必须多点开花。他转变思路，
根据杏花村多山，适合发展养殖业，决定上马小
尾寒羊养殖项目。陈浩南捐助了1万元，又筹
措11万元，以“党员农户+村集体+贫困户”模
式，创建了股份制的寒羊养殖基地。到2020年
底，该基地为村集体带来 2 万元左右的收益。
陈浩南信心满满：“要像滚雪球一样，一点点把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小书记”探寻“致富经”

葫芦岛市建昌县老大杖子乡杏花村，辽阳
灯塔市铧子镇后屯村，一个地处辽西，一个地处
辽中，相距甚远的两个村落却因“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最美第一书记”陈浩南有了关联。

5年前，脱贫攻坚的战鼓擂动，在沈阳航空
航天大学工作的陈浩南第一时间报名，他说：

“我请战！请派我去最贫困、最缺人的地方！”在
遥远的杏花村，他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半年前，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扶贫老
兵”陈浩南再次请战，他说：“我是急先锋，想
为农村做更多的事！”在后屯村，他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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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信仰》，由
作曲家张帅、诗人默木、
歌手张艺兴共同打造。
2021年12月，《不屈的信仰》成为电
影《我们是第一书记》的推广曲。

歌词如下：
每次跌倒都是胜利的倒数，每条歧途都

是成长的学步，每道伤痕都是迷彩的纹路，每
滴眼泪都是时间的礼物。我要奔跑，我要追
赶太阳。太阳从不落下，只在前方重新燃亮。
我要呼喊，我要冲向海洋，海洋一直等待，等
待我去乘风破浪……

初见陈浩南，村委会的干部们心里直犯嘀
咕：如此年轻的“小娃娃”，能干什么事？很快，他
们就发现：“这个25岁的小伙儿干事有方法。”

陈浩南先是“瞄准”基础设施建设。行路
难，协调政策、资金修路修桥；吃水难，协调县水
利局建设一眼深水井；通信难，协调移动公司建
立两座4G信号基站塔；深林巡护难，协调派出
单位捐赠护林防火无人机一台。几年下来，杏
花村大变样。

针对难点痛点，陈浩南挨个解决。缺资金，
将本村申请为信用村，村民们享受无担保、低
利息的发展经济优惠贷款政策；需帮扶，他邀
请爱心企业开展各类捐赠活动并建立定点帮
扶措施；上学难，协调派出单位开展“扶智育
人”系列支教活动，建立了航空科普教育基地，
捐赠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等十余台设备，协调

助学金3万元。
驻村3年多，陈浩南早已是杏花村人。修

路、打井、架桥、发展村集体经济……这些实事
好事令村民感
念；帮村民买
药、帮村民挂
号看病、调解
邻里纠纷……
这些小事琐事
令村民温暖。
他 是 村 庄 的

“活地图”，是
家 家 户 户 的

“百事通”，是
村民大事小情
的“服务员”。

2021年7月，陈浩南即将离任，他仍然放心
不下杏花村的工作，为村里引来“防止返贫”的
5万元捐助资金，协调派出单位回购杏花村小
米10275斤，为杏花村直接带来收入13万元。

看到杏花村的发展道路越蹚越宽，新班子
干事创业底气十足，2021年8月，陈浩南奔

向了新的驻村岗位。

“小娃娃”也有“大作为”

“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的故居就在后屯村，
这里红色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备，适合发展红
色乡村旅游。”陈浩南对后屯村的未来充满向往。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
到了后屯村，陈浩南迅速进入角色，着力解

决旅游发展面临的难题。新修高标准田间作业
道1.5公里，修建停车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有人问，脱贫攻坚有什么诀窍？陈浩南说：
“党建是我迅速打开局面的一张王牌。”

陈浩南永远记得，第一次在后屯村里开支
部大会，他对全村党员说：“我在这里没有亲朋，
但我想为村里干实事，请各位党员成为我的亲
朋，党支部成为我的后盾。”

陈浩南坚信，一个村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为了加强党建，他先后协调资金 12 万余

元，搭建起红色村组织振兴党建工作室，创建
了红色党员之家，打造了党建文化长廊和党
史教育红色步道，高标准规范了“三会一课”
制度的常态化……一系列举措下来，“村堡
垒”汇聚起巨大的合力，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空前提高，后屯村的未来指日可待。

五载芳华两驻村，陈浩南一直不懈奋斗，用
双脚丈量脱贫致富路，用双手实现乡村振兴梦。

“新起点”追逐“振兴梦”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张晓丽 采写

陈浩南是村庄的“活地
图”，是家家户户“百事通”，是
村民大事小情的“服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