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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曹文敏——

科尔沁大地的“开路人”
本报记者 罗 霄

金温铁路工电部温州工务作业区作业长姚士彬——

以“铁军精神”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袁 勇

莫文珍带领贫困户搬出大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骁骏 童 政

几年前，来到内蒙古通辽市城区
的人们，总会闻到一股难闻的刺鼻异
味，这就是老百姓反映多年却解决不
了的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异味
扰民老大难问题。

如今，通辽市区空气清新，在原异
味扰民地修建了一个人工湿地，成为
城市一道亮丽的旅游景观。这仅仅是
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曹文敏任职以
来对城市管理的一个缩影。

一身正气的“开路人”

有着 33 年工作经历、拥有 27 年
党龄的曹文敏，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在
重大考验面前从不含糊，坚定党的原
则和信念。认识他的人都说曹文敏是
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一身正气
的领导干部。

2016 年 2 月份曹文敏被任命为
通辽市委常委、科尔沁区委书记。初
到科尔沁区，曹文敏感触最深的是80

万人口的主城区管理建设问题，需要
打的硬仗多、需要啃的骨头硬，这非但
没有让他畏缩不前，反而激发了他的
斗志和激情。

上任当年，他得知一户被依法断
电查封的造纸厂依仗“背景硬”，在夜
间非法生产排污，曹文敏连夜带领执
法人员上门执法，依法拘留了企业经
营者，并强制拆除了设备厂房，一个污
染源就此被彻底铲除。

两年来，科尔沁区成功实施拆违拆
临、拆墙透绿、街巷硬化、老旧小区改
造、志愿服务等七大工程，市容市貌、市
民文明素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提升。如
今，科尔沁区的西辽河水变清了，天变
蓝了，城市面貌亮丽了，一座生态宜居
的新时代草原新城正在崛起。

勤政为民的“领头雁”

“脱贫攻坚是天大的事。”曹文敏

带头认领了最偏远镇的28户贫困户，
坚持每周走访一遍。他坐在炕上和群
众研究扶贫措施，一户一策解决扶贫
难题。在他的带动下，全区 488 名科
级干部进村包扶贫困户，目前有 3112
户7094人已经脱贫，率先在通辽市实
现区域性整体脱贫。

来到科尔沁区 800 多天，曹文敏
的足迹踏遍了全区 378 个嘎查分场、
91 个社区，对各种事件敢抓敢管，对
疑难信访案件亲自负责，对棚户区改
造果断决策，对不担当、不作为者毫不
留情。两年来，科尔沁区委大刀阔斧
调整了16名不称职干部，其中科级正
职达三分之二，严肃处理了61名违规
违纪科级干部。

作为通辽市“双城同创”主战场、
主力军，科尔沁区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曹文敏合理摆布、统筹安排，经常
走上街头，亲临现场，解决疑难问题，
率先垂范，加入创城大军同劳动，带动
全区干部群众共建美好家园。他敢于
负责、勇于担当的背后，源于有党和群
众的坚定支持，源于他处理事情从大
局和群众利益出发，从不考虑个人得
失，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2016年，京沈高铁客运专线项目
落户科尔沁区，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
重，征拆工作一度受阻。曹文敏亲上
一线，走进征拆户，一户一户谈前
景、听诉求、解难题，动之以情，晓
之以法，对群众掏心掏肺，赢得了群
众信赖。工作效率立竿见影，创造了
3 天征拆 280 户的“科尔沁速度”。
2018年5月份，内蒙古连接东北地区
的首条高铁——辽宁新民北至通辽高
铁全线铺轨完成，与在建的京沈高铁

正式“牵手”。

百姓信赖的“好公仆”

“秉公用权、严于律己，自觉净化
生活圈工作圈和社交圈。”曹文敏是这
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多年来，经曹文敏手的项目无数、
资金无数、干部无数，但他从来没有为
自己谋过一分钱私利。

调任科尔沁区后，曹文敏廉洁本
色从未改变，为加快推动招商引资项
目落地，他主导成立重点项目办，政府
出面全程帮助企业解决征地拆迁和项
目手续办理，尽心竭力服务企业，推动
项目尽快落地投产。企业上门“答
谢”，他始终严守廉洁底线，坚决拒之
门外。

曹文敏曾多次告诫各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任何人打着我的旗号去办私
事，你们都不要理，谁办了就严肃追究
谁的责任”。他时常提醒身边的工作
人员和家人，“严禁任何人打着我的旗
号办私事、谋私利”。

两年多来，曹文敏组织召开区委
常委会议80多次，研究讨论重大事项
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
大额资金使用等事宜 140 多项，每一
项都严格执行集体决策程序，会前不
定调子，严守末位发言制，鼓励大家畅
所欲言，最终形成既合法合规又办成
大事的集体智慧，成为推动科尔沁区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直接驱
动力。

“功成不必在我，事业不能无我。”
曹文敏以不忘初心的坚韧，将担当写
在科尔沁的大地上。

31 年前，他带领全村群众易地搬
迁，用了 8 年时间，将全村 14 个自然
屯 220 户 1300 多人从大山深处搬迁
出来，成为广西乃至全国自发开展易
地扶贫安置搬迁第一人；他曾经是只
会种玉米的农民，如今是百色有名的
芒果种植专家，出了芒果栽培技术书，
用互联网为乡亲们销售芒果；他曾经
是一名村支书，致富带头人，退休后他
依然奔波在扶贫一线。对于广西田阳
县那坡镇尚兴村老支书莫文珍来说，
扶贫是他一辈子的事。

31年前：
为了生存勇于放弃

如今的尚兴村，一栋栋漂亮的楼
房错落有致。然而，31 年前莫文珍所
在的谷隆屯缺水严重，每年旱季村民
们都要去对面山上 48 米深的岩洞里
打地下河水吃。

地少石头多，一方水土养不活一
方人。尚兴村地处田阳县南部大石山
区，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全村
17 个自然屯，275 户人家 1391 人口分
布在怪石磷岣、层峦叠嶂的一座座大
石山脚下 99 个山弄里。全村只有耕
地面积213亩，人均不足0.2亩。

人们常说“为了生存，永不放弃”，但
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莫文珍却反其道而
行之，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的
事。他提出“为了生存，勇于放弃”的口
号鼓励村民。从1987年开始，尚兴村的
历史被莫文珍改写。莫文珍苦口婆心，
说服乡亲们，不等不靠，搬出大石山。

莫文珍召集村里党员、生产队长、
老族长开会动员，说出打算带领乡亲
们搬迁到山下去的想法，26 名党员中
只有6人支持他。他堂叔甚至撂下狠
话说：“我看你怎么把人带出去就怎么
把人带回来。”谈话不欢而散，但莫文
珍并不孤独，当时全村 275 户中有 16
户选择跟他下山开荒。

无志山压头，有志人搬山。在山
外弄蕉村租来的 450 亩荒坡，被莫文
珍看作宝贝，可以播种希望和未来。
他组织群众修路、修水利、造田造地、
发展产业⋯⋯四五年后，看着莫文珍
带领的一帮人在山下不仅站稳了脚
跟，日子还越过越好，山里的村民待不
住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也陆续搬
迁，到 2002 年全村 1300 多人全部搬
出，形成10个移民搬迁点。这是我国

贫困村民自发开展的一次易地扶贫安
置搬迁，其时间跨度之长，搬迁人口之
多堪称壮举。

31年来：
给土地带来金色希望

万事开头难。刚下山开荒时种玉
米，3年没赚钱。1991年莫文珍到银行
贷款 3600 元买来甘蔗种子要改种甘
蔗。他父亲听说了这件事，把莫文珍挡
在家门外，用手指着他说：“你这么大胆，
不要命了，你是家里的第一个败家子。”
莫文珍当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却将甘
蔗种子分给搬下山的6名党员，拍着胸
脯告诉他们说：“你们拿去种，成功了大
家有份，失败了贷款我一个人承担。”

当年 11 月份甘蔗丰收，40 亩甘
蔗长势喜人，总收入达 1.2 万元，扣除
还贷的费用，纯收入有 8000 元，这给
了莫文珍巨大的信心。此后莫文珍不
断探索新的种植品种，他希望贫瘠的
土地能产生最大的效益。1993 年莫
文珍盘算着将种甘蔗改成种芒果。缺
乏资金买种苗，他就带着村民去捡别
人丢弃的果核来培育；没钱买肥料，莫
文珍和村民们提着箩筐去捡猪粪、牛
粪，甚至到人流量大的码头厕所去挑

“人工肥”；不懂技术，他去旁听县里开
办的农技培训班，回来再用方言翻译

给村民。连续 4 年，莫文珍边做木工
边用赚来的钱自费学习芒果栽培技
术。那时候，县里、镇上办的培训班总
能看到莫文珍的身影。除此之外，他
还到高校里旁听，站在门口或窗户外
跟着学。功夫不负有心人，4 年后村
里的5000株芒果树硕果挂满枝头。

果园硕果累累，芒果树成了“摇钱
树”，村民们因此脱贫致富，从而激发
了更多山里人移民出来开荒种地，形
成了一种趋势、一个标杆效应。目前，
尚兴村芒果种植示范基地已扩大到
3200多亩，该村去年仅芒果产业就实
现收入近千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8520元。莫文珍带领村民探索的芒果
种植和良种培育，促成了田阳乃至百
色近130万亩芒果产业发展壮大，成为
当地最大、最富有成效的扶贫产业，他
因此被远近村民称赞为“芒果大王”。

莫文珍不仅是田阳县劳动致富的
带头人，更是科技兴农的“领头雁”。
他撰写的《芒果栽培技术》一书由广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发行全国。

31年后：
扶贫壮志继续传唱

“老牛瘦来角不瘪，老汉六十志不
衰，为了四化宏图现，敢与后生赛起
来。”这首山歌道出了莫文珍宝刀不老

的雄心壮志。
两年前，67 岁的莫文珍将村党支

书的担子卸下，但他却更忙了，新一轮
扶贫攻坚为他提供了更大舞台。党的
十九大后，莫文珍主动报名参加了县里
组织的“农民讲习所”，他将课堂搬到芒
果园里，用方言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手把手培训村民们种植芒果的技术。

莫文珍不仅用自己的故事激励他
人，还经常为果农义务授课、鼓劲。双
达村原位于田阳县南部山区，全村
930人整体搬迁到凤马片区。凤马片
区联合党总支副书记、双达村党支部
书记覃志明说：“听了老莫的课后，村
两委班子很受鼓舞，也打算种芒果，毕
竟村里许多人过了50岁，要帮助他们
找到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头塘镇附
近有一片坡地，村里打算成立一个合
作社承包下这块地，发展芒果产业。”

老当益壮是莫文珍的人生写照。
为 解 决 群 众 卖 果 难、低 收 入 问 题 ，
2012 年，他组织全村果农成立了“七
月香芒果合作社”，并自告奋勇担任社
长。从此，莫文珍不辞辛劳，走南闯
北，了解市场行情，通过互联网和几十
个城市建立了购销合作关系，“一站
式”把全村水果和邻近村的水果直接
销往消费区，既方便群众，又能卖个好
价，几年来仅价格提高部分就使全村
每年增收100多万元。

绵延在浙西南的金温铁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温州到金华
的山山水水。开通 20 年来，已累计发送旅客 9000 多万人次。42
岁的姚士彬可以说是最熟悉这一线路的人。

自 1995 年参加工作起，姚士彬作为线路工在此坚守了 23
年。如今，曾经的“毛头小伙”已经成为金温铁路工电部温州工务
作业区作业长，在他的带领下，温州工务作业区线路工队伍成为一
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工电铁军”。线路工们每天忙碌
在金温铁道公司工电部设备大中修、病害整治和技术改造项目的
施工一线，克服着施工时间紧、任务重、安全压力大、质量要求高等
困难，保障了金温铁路线路设备安全。

枯燥乏味是线路工工作的一大特点，一名线路工一个班次下
来，平均至少要走 20 公里路，弯腰 1500 多次。“每到酷夏时节，金
温铁路沿线钢轨表面温度接近 60 摄氏度，触及钢轨，手即会被烫
出血泡。”姚士彬说，每到这个季节，他们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
又湿，大家就这样每天穿梭在大山里与江河边，对工电设备开展日
常养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完成了管内线路所有扣件螺栓涂油及道岔涂油，钢轨肥边打
磨7285处，道岔打磨151组，接头病害整治305处、螺栓锚固2177
根，锈蚀扣件更换 12111 块，破损大胶垫更换 11260 块⋯⋯”这是
姚士彬和他的“铁军”队伍 2017 年工作成绩单中的一小部分。这
一年姚士彬所负责的线路共接受上海铁路局轨检车检查 7 次，线
路优良率100%。

同时，面对不时出现的危情时刻，姚士彬则常常展现出果敢和
忘我精神。7 月10日23时左右，2018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外围
风圈开始影响金温铁路，温州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随后降雨逐渐
向丽水地区覆盖。截至7月11日17时，金温沿线5处雨量监测点
达到限速警戒，8处雨量监测点达到出巡警戒。面对台风来势汹汹，
作业区全体员工在姚士彬带领下，全力备战汛期各项防洪工作。

在巡查过程中，一名巡守工发现一个隧道出口右侧涵洞堵塞，
水漫到道床边坡，影响列车运行安全。接到通知后，姚士彬立即带
领员工赶往现场抢修。他们用防洪编织袋装满石碴，堆在道床边
上，以防道床冲空，并做好涵洞清淤工作。但是，由于积水太深，涵
洞内淤积清理始终不彻底，见此情形，姚士彬纵身跳到涵洞口，用
手将里面的堵塞物掏出，确保了排水通畅和行车安全。

黝黑的皮肤，浸湿的工作服，这是姚士彬和他的战友们最常见
的示人形象。“我们越‘狼狈’，列车越安全。”如姚士彬所言，他们用
金温铁路上最长的脚步，丈量着金温铁路每一处安全。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帮扶单位与其协商签订增收协议，贫困
户自主选择增收项目，通过验收评估，实现增收目标的，帮扶单位按
协议兑现给贫困户一定的奖励。”这种目前在江西鹰潭市、贵溪市全
面推广的“增收激励法”，不仅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扶贫一线工作人
员面临的贫困户不想脱贫、不愿摘帽的“难中之难”，而且还激发了贫
困户的脱贫热情。发明这个“偏方”的，正是国家税务总局贵溪市税
务局驻金屯镇黄梅村第一书记艾方录。

2015 年 7月份，艾方录被组织选派到鹰潭市级贫困村——贵溪
市金屯镇黄梅村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距县城30公里的小山村是个闭
塞贫穷的落后村，村里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靠外出打工谋生。艾方录刚
到村里时，村里还有17户贫困户，且多为年龄大、体弱多病家庭。

艾方录进农家下村组，走遍全村并摸清底子后，马上召开扶贫
工作组、村两委专题会议，找短板，查弱项，制定措施和帮扶计
划，提出了“产业富村、项目致富”的扶贫工作思路，因地制宜，
分户施策，综合帮扶，先后推进油茶、脚板薯、洋合笋、菊花等多
个产业扶贫项目落地。

本以为项目落地就会开花结果，可是艾方录发现个别习惯于躺
在“贫困户”名头上睡大觉的贫困户不是干不了就是不愿干，有些贫
困户种什么作物，养殖多少等要看政府给的补贴多少来下单。“这种
不愿脱、不想脱的‘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在扶贫工作实
践中，艾方录意识到，扶贫必先扶“志”。

“个别贫困户自己没有强烈的脱贫意愿，你干着急没用，为了调
动他们的脱贫积极性和主动性，我琢磨着和他们签订增收激励协
议。”艾方录说，贫困户擅长什么我们就扶什么，扶贫项目由他们自己
提出，每户除了应享尽享国家规定的扶贫政策外，年人均收入达到
5000 元以上的，我们帮扶单位还额外给予 800 元的奖励，年初签订
协议，年末验收兑现奖励。

刘艳芳等 13 户贫困家庭是艾方录首批“增收激励法”的实施对
象。刘艳芳夫妇俩都有残疾，原来尽管生活困难，但总觉得自己先天
不足，加上有国家政策保障，脱贫致富意愿不强。2016 年艾方录与
刘艳芳家签订创收协议后，夫妻俩拉着三轮车在贵溪城区做夜宵，年
纯收入 2 万多元，当年底，顺利地拿到帮扶单位 800 元“红包”奖励。
家庭收入增加了，帮扶单位还给“红包”，刘艳芳夫妇一改往日愁容，
对脱贫致富充满信心。去年，刘艳芳夫妇继续签订增收协议，他们租
下一间店面做夜宵生意，纯收入超过3万元，再次拿到增收奖励。前
不久，刘艳芳还被评为贵溪市“脱贫之星”。

在艾方录的“增收激励法”作用下，村里17户贫困户中除了两户
“五保户”亡故外，有 10 户已经摘帽，其中 4 户达到人均 7000 元以
上，最高的达9000多元。今年，剩余5户也将脱贫。

3年来，作为黄梅村脱贫致富的“主心骨”，艾方录同村里的干部
群众想到一起、干在一处，在精准、扶志和产业上用心、用情、用力。
10 月 14 日，艾方录被授予 2018 年度江西省脱贫攻坚“作为奖”。艾
方录说，这是对他扶贫工作的最好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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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士彬在检查轨道安全。 范样明摄

艾方录：激活主动脱贫“原动力”
本报记者 王轶辰 通讯员 罗咏琳

左图 莫文
珍（右一）正在培
训村民芒果种植
技术。

下图 莫文
珍（左一）在给前
来参观学习的客
人介绍讲解。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