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一年里，我脱离了城市繁华，同时也放下了自身的浮躁，通过给村民宣讲政策、调解邻里纠纷、化解婆媳矛盾、争取帮

扶款项，以及帮群众剪枝、套袋、摘装苹果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深深感到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向群众学习是一门永远学不完

的课程。” ——甘肃省“双联”干部张卫东

“‘联村联户’，‘联’的是咱们老百姓的心！” ——甘肃省庄浪县高川村村民高明军

像许多陇中地区农民一样，甘肃省庄
浪县高川村村民高玉武的一天是从一盅浓
酽的罐罐茶开始的。2014 年 12 月 23 日早
上，高玉武喝完茶，吃一碗羊肉，包里装上
油饼子，这位 60 岁的高川村果农来到了自
家果园里剪枝。

“种苹果树，一要吃苦，二要技术。”种
了十几年苹果树的高玉武在最近两年开始
重新学习务果园，“冬至一过，就要开始剪
枝了，咱以前就是不懂技术，种出来的果子
产量低，还卖不上好价钱。”

2012 年以前，高川村虽然大部分耕地
都种了果树，但村民收入却上不去。“我们
种出的苹果太小，成不了商品果，只能几毛
钱一斤卖给果汁厂当原料。”高川村党支部
书记高相中 2001年就种起了果园，但直到
2012 年才知道苹果树应该咋种，“民政厅
连续三年组织村里群众去陕西学习务果技
术，还把外地的专家请到村里来讲课。”

高相中说的，其实是甘肃省 2012 年 2
月开始的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
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
行动。在“双联”行动中，甘肃省民政厅负
责联系的是庄浪县万泉镇高川村。庄浪位
于甘肃中部，是第一个“中国梯田化模范
县”。高川村距庄浪县城 22 公里，共 486
户 2290 人。全村总耕地面积 2938 亩，人
均 1.28 亩，其中果树面积 2700 亩（幼园
1200 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 92%。2011
年全村人均收入 3000 元，其中果品收入

达到 85%以上。2012 年，甘肃省民政厅由
副厅长郭华峰和 45 名干部组成联村小组，
联系该村 76户贫困户。

高相中说，甘肃省民政厅到村里“双
联”，先入户摸底调查，给贫困户制定脱贫
规划。因为有之前的基础，所以高川村大
部分贫困户的发展规划都是依靠果园发展
苹果产业。让高相中印象深刻的是，民政
厅从陕西请来的专家到村里的果园一看，
下了结论：只能算苹果林，不是苹果园。“我
们的果树长得茂盛，但没有修剪好。”

除了外出“取经”，甘肃省民政厅协调
安排当地有资质的林果技术人员和致富能
手组成团队，对高川村全体村民进行疏花
保果、测土施肥、果树修剪等方面的技术培
训。通过集中培训和分户示范，果农们疏
花保果、防雹防冻、套袋防虫、采摘贮藏、扩
大销售等方面的技术和能力明显提高。

“以前，苹果摘下来，要自己拉到下面
的公路上去卖，有时候放到过年还卖不
完。”经过几次学习，高玉武已经是个务果
能手，他边熟练地剪枝，边跟记者聊天，“这
两年的苹果，在地头上就被全国各地来的
客商拉走了。”

由于 2014 年苹果行情比往年好很多，
高相中预计，全村苹果产值能达到 3000万
元，比 2013 年多出 1800 万元，“‘双联’后，
贫困户的收入每年都大幅增长，2011 年的
时候，76户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元
左右，2014年预计能达到6800元”。

让“果林”变果园

在兰州出生长大、又在兰州工作的张
卫东是个地道的城里人，但他现在说得最
多的却是村里的事。2014 年 1 月，在甘肃
省民政厅复退办工作的他被选派到高川
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由于之前经常来
村里“双联”，张卫东很快进入角色。

虽然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以前只
吃过苹果，没见过种苹果树”的张卫东一走
进果园，便像个老果农一样，讲起果树修
剪、果园管理头头是道。

“苹果要丰收，有两个节点很重要，”张
卫东说，一个是开花期怕降温，一个是挂果
后怕冰雹，“这两个节点不仅我知道，厅里
的‘双联’干部都很清楚，因为在 2013 年的
挂果期，村里遭遇了一次冰雹，造成了很大
的损失。”于是，在苹果开花期和挂果后，看
天气预报，成了甘肃省民政厅的“双联”干
部们每天的“必修课”。

2014 年 4 月 24 日，正值苹果花期。身
在兰州的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郭华峰从天
气预报上得知庄浪所在的地区有降温雨雪
天气，他一边通知厅里的几名干部，让大家

出发去高川村；一边给高川村的支书高相
中打电话，让组织村民做好防护。

“那天晚上 9 点多开始下雪，大概 23
点的时候，民政厅复退办的胡国钰主任就
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到附近的秦安县
了。”没想到民政厅的“双联”干部会连夜冒
雪赶到村里，所以高相中对当晚的事情记
忆犹新，深受感动。次日一早，胡国钰就和
高相中一起带着大伙儿去果园查看是否受
灾，并组织果农们采取保温防护措施。

种了 4 亩果园的高拴平是郭华峰负
责联系的贫困户，跟村里大多数人一样，
他以前对果园也是一知半解。“别人咋种，
我就‘照猫画虎’地跟着弄，但种出来的果
子就是不行，现在我可是有证书的果农
了。”高拴平从桌面上的玻璃下面，小心翼
翼地取出他的“初级果树工”的职业资格
证书给记者看，“郭厅长把我‘联’上以后，
经常给我打电话，推荐务果园的书，还把
我介绍到县农广校学技术，考试合格后拿
了这个证书，2014 年我的 4 亩果园收入 7
万多元哩！”

从“吃苹果”到“当果农”从“吃苹果”到“当果农”

在高拴平眼里，郭华峰不仅是致富的
“指路人”，还是解决“难肠事”的“主心骨”。

儿子高绍文因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
力，成为高拴平最大的心事。“我就想给娃
找点啥事干，整天窝在家里，他心里着急，
我心里难受。”有一次，高拴平在聊天时，像
对自家亲戚一样，向郭华峰讲出了自己的
心事，“没想到郭厅长还真给我操心了。”

在给村里帮扶建设了村委会办公场所
和老年活动中心后，郭华峰协调将村委会
旁边的一间小房子空出来，让高绍文开起
了小超市。“郭厅长还作了担保，让我们贷
了两万元作为超市的启动资金。”一提起这
事，高拴平有说不完的感激，“人家是省城
来的大干部，跟我一个农民有啥关系哩？
肯这么帮忙，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干
部！”逢年过节，不善言辞的高拴平会编一
条短信息发给郭华峰，感谢他对自己家的

“帮助和照顾”。
疏导情绪，是甘肃省委确定的“双联”

行动六项任务之一。为此，甘肃省民政厅
的联村小组分批进村入户开展对接，填写

《入户调查表》和《问卷调查表》，既拉近了

与村民的感情，也对高川村的基本情况、存
在的困难、村民盼望解决的问题等进行了
清楚的梳理，掌握了村民家庭致贫原因和
希望解决的困难问题，为精准对口帮扶、脱
贫致富打下基础。

而高川村的村民们，也渐渐把“双联”
干部当亲人一样看待。在村民高明军眼
里，甘肃省民政厅直属的省军干第二休养
所所长席正龙就像自家的大哥一样。“一年
往我家里都跑了四趟了，我们还经常打电
话联系。”去年盖了新房后，高明军心底压
着一件事：他家门口只有一条仅够架子车
通行的小道，进进出出不方便，自家的农运
车因为道路窄开不进来，只能停放在邻居
家。“要拓宽路，就得占别人家的地方，都是
一个村里的，不好意思张口啊。”

去年上半年，高明军给席正龙打电话
时，说起了自己的这点难处。没想到工作
繁忙的席正龙，专门跟镇上的干部沟通协
调，最后由镇上的驻村干部出面调解，高明
军与邻居达成共识，拓宽了门口的路面。
如今，高明军经常跟人讲：“‘联村联户’，

‘联’的是咱们老百姓的心！”

“联村”成了村民的“主心骨”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向群众宣传政策，
效果最好。”这是甘肃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
副处长朱端品的一点“双联”心得，“照本宣
科地念，群众不一定记得住；印发宣传材
料，有的人懒得看，还有的人不识字。很多
群众只有亲自去办理了，或者亲眼所见，才
会明白一项惠民政策是怎么回事。”

66岁的高进银是朱端品的联系户。在
入户调查时，朱端品才知道，高进银的儿子
高来军患有尿毒症，但本人一直在西安打
工。因为病情不稳定，加之庄浪县城医疗
技术落后于西安，所以高来军一直未回到
村里。在西安治疗期间，全靠妻子打工所
挣费用去私人医院或诊所治病，生活拮据。

了解这个情况后，朱端品跟村干部一
起，给高进银讲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
政策，安排镇政府按照政策给高来军办理
参合手续。2014 年初，高来军住进一家正
规大医院治疗，2 万余元医疗费用，通过新
农合报销医疗费用 1 万余元。后来，朱端
品帮助他申请大病医疗救助 3800 元。同
时，又将高进银一家列入一类低保范围，每
年可领取 9000元低保金元低保金。。

““咱以前不知道咱以前不知道，，别人说两嘴别人说两嘴，，咱也记咱也记

不住不住，，没想到国家政策这么好没想到国家政策这么好。”。”高进银老高进银老
汉现在成了惠民政策的义务宣讲员汉现在成了惠民政策的义务宣讲员，，经常经常
给村里乡亲们讲他享受的这些政策给村里乡亲们讲他享受的这些政策，“，“好政好政
策能给老百姓帮大忙哩策能给老百姓帮大忙哩！”！”

在在 20142014 年全国首个年全国首个““扶贫日扶贫日””到来前到来前，，
甘肃省民政厅的联村小组在高川村开展甘肃省民政厅的联村小组在高川村开展

““走进贫困村走进贫困村、、共度扶贫日共度扶贫日””主题实践活动主题实践活动，，
““双联双联””干部进果园干部进果园、、下地头下地头，，和群众一起采和群众一起采
摘苹果的同时摘苹果的同时，，采取通俗易懂采取通俗易懂、、群众易于接群众易于接
受的方式受的方式，，向村民宣传农村低保向村民宣传农村低保、、产业发产业发
展展、、医疗救助等各项为民富民医疗救助等各项为民富民、、强农惠农政强农惠农政
策和国家设立扶贫日的重大意义策和国家设立扶贫日的重大意义。。

“‘“‘双联双联’’行动行动，，不仅仅是要带给村民真不仅仅是要带给村民真
真切切的实惠真切切的实惠，，更重要的是带动村民观念的更重要的是带动村民观念的
转变转变，，拓宽经济发展的渠道拓宽经济发展的渠道，，改变只靠一身改变只靠一身
力气获取报酬的现状力气获取报酬的现状。”。”作为甘肃省民政厅作为甘肃省民政厅
在高川村的在高川村的““常驻代表常驻代表”，”，张卫东对自己的工张卫东对自己的工
作感慨良多作感慨良多，“，“作为一名驻村任职干部作为一名驻村任职干部，，在这在这
一年里一年里，，我脱离了城市繁华我脱离了城市繁华，，同时也放下了同时也放下了
自身的浮躁自身的浮躁，，通过给村民宣讲政策通过给村民宣讲政策，，调解邻调解邻
里纠纷里纠纷，，化解婆媳矛盾化解婆媳矛盾，，争取帮扶款项争取帮扶款项，，以及以及
帮群众剪枝帮群众剪枝、、套袋套袋、、摘装苹果这些力所能及摘装苹果这些力所能及
的事的事，，深深感到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深深感到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向向
群众学习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课程群众学习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课程。”。”

从“照本念”到“群众看”
读读 数数

618亿元
截至 2013 年底，甘肃省各类扶贫到

户 贷 款 达 618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近 三

成。2014 年上半年，甘肃省金融机构对

贫困地区贷款增加 395 亿元，高于全省

平均贷款增速 3.9个百分点

１０％１０％
20142014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

贫资金贫资金 432432..8787 亿元亿元，，比比 20132013 年增加约年增加约

1010%%

（本报记者 徐 达整理）

2014 年 12 月 17 日，国务院扶贫办

公布《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考核工作的

意见》，明确在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考核指

标方面，将弱化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同时增加特色优

势产业指标和权重

１亿１亿

20142014 年起年起，，精准扶贫的基础工作全精准扶贫的基础工作全

面展开面展开，，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加速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加速推

进进，，近１亿名扶贫对象近１亿名扶贫对象、、1212 万多个贫困万多个贫困

村将逐步建立起村将逐步建立起““专属档案专属档案””

看 事看看 事事

2014 年 10 月 17 日，从 2014 年开

始，国家将每年的这一天设立为“扶贫

日”，以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减贫

工作

2014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通过 《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

划》，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困难

家庭儿童给予从出生开始到义务教育结

束的关怀和保障

甘肃民政厅副厅长郭华峰（右一）与村民交谈，了解村民所企所盼。 马 斌摄

甘肃民政厅“双联”干部深入果园了解苹果长势。 王俊霖摄

高 川 村 里 上“ 新 课 ”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高 川 村 里 上“ 新 课 ”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近 3 年来，“双联”这个词在甘肃已经

家喻户晓。那么，“双联”是什么？

“双联”即联村联户，是密切干群关系

的“连心桥”。与以往的扶贫不同，“双联”

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要在贫困村发展生

产、帮扶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数十万干部还

沉下身子，进村入户，在田间地头交朋友、

结亲戚，宣传政策，疏导情绪，反映民意

⋯⋯“双联”行动不仅成为助推群众脱贫的

重要支撑，也成为党群双向互动、干群双向

受益的有效载体。

“双联”是服务群众的“直通车”。广大

党员干部立足为民、着眼利民、致力惠民，

通过当参谋搞规划、筹资金建项目等措施，

兴办了许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好事。

吃水、行路、住房、看病、上学等方面的许

多老大难问题在各级联村单位的协调帮扶下

集中解决，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

和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

“双联”是培养锻炼干部的“大课堂”。

住农家、干农活，结穷亲、交穷友，听群众

怎么说、问群众怎么看、请教群众怎么干，

使广大“双联”干部不仅在深入基层中开阔

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磨练了意志，而且在

发展实践中强化了宗旨意识、提升了服务本

领、转变了工作作风。

“双联”如一缕清风，正沐浴着陇原大地。

“双联”是什么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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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当前，

我国正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处

于新的阶段，13 亿中国人正在中国梦的

感召下，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和

实现梦想。中国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中国悠久

的历史传承和民族文化，以及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将会对全球带来的积极变化，

都构成了一个个中国故事。

作为新闻媒体，我们的重要责任

就 是 把 握 时 代 主 题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新的

一年，我们更多的记者将深入基层一

线，把笔端和镜头对准基层干部、普

通百姓，讲述他们多姿多彩的感人故

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

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发

展理念，以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

流，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要更好

的为读者服务，保持主流媒体的权威

性，需要呈现更多接地气、满足读者

信息需求的新闻产品。2015 年，我们

推出“中国故事”专版，重点报道百

姓 身 边 的 “ 最 美 人 物 ”、 时 代 楷 模 ，

城乡社会发展变化中涌现出的新鲜事

儿 ， 为 人 民 点 赞 ， 传 播 中 国 的 好

声音。

致 读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