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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政府的大力帮扶，但脱贫致富还是要靠自己努
力。”家住江西鹰潭市信江新区周塘村的贫困户艾先元说。

一刀一笔，精雕细琢，小到吊坠、大到摆件，尽显他的手
艺。今年 43 岁的艾先元，从事木雕多年并注册成立了公
司，收入还不错。可三年前的他，家中一贫如洗。那时他身
患重病，妻子也体弱多病，家中3个孩子还需要抚养。

当地政府得知艾先元的情况后，将他列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并在多方面给予帮扶。考虑到艾先元有雕刻技艺的
基础且本人具有继续从事雕刻的意愿，政府出资 2万元帮
他买了一台小型数控雕刻机，鼓励艾先元在家创业。艾先
元一边实践一边摸索。掌握了数控雕刻技术后，艾先元开
始接单加工。一年来，艾先元共加工了2万多元的产品，这
让他看到了商机。去年 7月，艾先元注册了公司，购置了 2
台雕刻机。前3个月就赚了7000多元。

脱贫不忘乡亲们。公司运营步入正轨后，艾先元不仅
免费传授雕刻技术，还为学生提供原材料和工具以及就业
岗位。

脱贫不忘乡亲们
文/摄 黄 越 陈斌开

艾先元在村“扶贫车间”雕刻产品。艾先元说：“自己创

业有钱了，就应该带领村民奔小康。”如今，艾先元已带领全

村20多人从事雕刻行业走上了脱贫路。

艾先元（左二）在扶贫车间教授贫困户雕刻技术。艾先

元通过“企业+扶贫车间”的模式，让贫困户实现“家门口”

就业，确保稳定脱贫。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无怨
无悔。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如何
重新学会走路，如何重新开始人
生。”他笑容爽朗，目光中透出坚
毅。在生死抉择的瞬间，他纵身一
跃、奋不顾身勇救老人的义举，映射
出最耀眼的生命光芒，谱写了一曲
感天动地的正气歌。

2017 年 7 月 6 日，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重庆车务段荣昌站车
站值班员徐前凯像往常一样进行调
车作业，指挥着车列推送前进。大
约行进到车站联络线道岔处时，他
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一位老人正准
备横穿股道。

他急忙向司机发出停车指令，
然后大声呼喊，“快走开，快走开！”
老人丝毫没有反应，继续往线路中
心靠近，徐前凯又使劲地吹响口笛，
可是，老人依然没有任何躲闪迹象。

15米、10米、8米……老人近在
咫尺，情况紧急。徐前凯来不及多
想，纵身跳下车，一个箭步冲上去，
拽住老人的手臂往外拉。老人被突
如其来的举动吓蒙了，下意识挣脱。

这时，列车在惯性作用下继续
滑行，生命危急，徐前凯跨步上前，
用力抱住老人，使劲往后一倒，就在
此刻，车轮从他来不及抽回的右腿
碾过……

很快，车站同事、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徐前凯强忍剧痛
上了担架。刚上救护车，他突然叫住工友陈周锐说：“来，你
把对讲机、钥匙拿回去，活还没干完。”说完，他又强忍疼痛
把身上的对讲机和钥匙一一取下交给工友。

被送到医院后，老人并无大碍，而徐前凯的右腿需要高
位截肢，后经鉴定为三级残疾。

为了能早一天重新站起来，截肢手术后 10 天，徐前凯
就开始躺着举起哑铃，练习手部力量，进行康复治疗。
2017年 11月 7日，在医护人员认真细致的帮助下，徐前凯
依靠义肢支撑站了起来。

坚毅的性格、良好的心态，让徐前凯很快收获了爱情。
2018年 8月 17日，徐前凯和爱人登记结婚了。如今，他的
孩子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徐前凯提及儿子，总是满脸笑容。
他说，有家、有了爱人、有了孩子，身上又多了份责任，他要
做儿子的榜样。2019年初，徐前凯先后荣获2018年度“新
时代·成铁榜样”、2018年度“新时代·铁路榜样”“最美铁路
人”荣誉称号。

徐前凯，树行义之道、怀利人之心、行助人之事，在平凡
的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舍己救
人、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展现了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甘于
奉献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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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台‘机器人’钻进管道里，
正在抢修线路故障，可方便了！”今年 9
月 9日，在河南许昌市天宝路东段，市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刘师傅告诉记者。刘师
傅所说的“机器人”叫“电缆预埋管线巡
检清障机器人”，是河南许昌隆源电力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通信自动化建设分公
司科技部主任赵新卫发明的新型器具。

赵新卫是湖南人，1997 年从湘潭机
电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来到许昌供电公司
隆源分公司装配班，成了一名装配工。
每天对着一个个仪器零件进行组装，即
单调又辛苦，可赵新卫却爱上了这个
工作。

“别人干活用手，他干活‘用心’。在
车间干了两年，装配、钣金、检测等工序
他都精通。”车间主任对不善言辞的赵新
卫另眼相看。

工作中班组发现，400 伏线路使用
传统无功补偿装置需要 3 个人共同完
成，工作效率低。同时，由于补偿精度偏
差 大 ，线 路 运 行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需 要
改进。

善于钻研的赵新卫欣然接受了这项
攻坚任务。他白天深入现场测数据、找
问题，夜晚查阅资料、作数据验算，前后
10多次修改设计方案，进行近50万个数
据验算，经过几个月的鏖战，他终于成功
研制出“智能低压无功自动补偿箱”，达
到最佳无功补偿效果，该装置被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予实用专利。首次参与技改
就获得国家专利，这让年轻的赵新卫备
受鼓舞，他的创新之路从此启程。

凭借科技创新路上的出色业绩，赵
新卫 2014 年被调至许昌隆源电力实业

公司蓝图科技分公司担任科技部主任，
主管项目研发、招投标管理等工作。新
的岗位意味着新的挑战，科技创新枯燥
而艰辛，为突破课题进展的困境，他常常
茶饭不思，寝食难安。

“赵新卫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干
起工作的那股劲儿，我们看着都心疼。”
蓝图科技分公司负责人魏乐说。几个月
前，单位一个科研项目处于上级部门鉴
定的关键时期，赵新卫因胃疼，几次晕倒
在工作岗位，被医生诊断为重症病人。
即便如此，赵新卫也没有住院。

2016 年，赵新卫研发的便携式智能
电力计算测量综合检测仪被评为河南省
电力公司优秀专利成果奖，由于项目实

现了电力作业中变压器、无功补偿等 10
大类上千种常用电力参数选型计算，解
决了长期困扰一线供电人员的电力检测
和电力计算问题，得以在全省推广，18个
地市供电公司先后订购产品 250 套，直
接产生经济效益150万元。

近年来，赵新卫先后在全省供电系
统推广应用了多芯线缆快速检测仪，产
生经济效益 10余万元；智能断路器远程
遥控装置产生经济效益 200 余万元；自
然通风散热箱式变电站房产生经济效益
100万元……他的82项授权发明和实用
新型专利中 72 项成果转化应用到实际
工作中，在为企业节约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同时，

先后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
成为该公司名副其实的“吸金王”，也是
大家眼中创新成瘾的“专利王”。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广泛推
广和应用，也让赵新卫名声大噪，先后被
评为许昌市“十佳业务创新能手”“十大
工匠”、河南省“中原大工匠”等荣誉称
号，更是引来众多企业向他伸出了橄榄
枝，先后有 10余家企业邀请他出任企业
技术管理人员，都被他婉言谢绝。

一家专门制造电力设备的企业老
总，为了聘请赵新卫到企业任职技术总
监，连续 5 次登门，开出 30 万元年薪，都
被赵新卫谢绝了。

这位老总不理解，赵新卫的爱人没
有工作，儿子正在读初中，一个并不富裕
的普通职工家庭，为什么面对高薪聘请
却毫不动心？

“基层一线，是我发明创新的源泉。”
赵新卫说，他十分享受创新的快乐，创新
的 成 果 让 他 的 工 作 充 满 成 就 感 和 获
得感。

“争取再出几本专著，努力形成常用
高低压配电装置从设计、维护再到保养
的系列丛书。”这是赵新卫对未来的规
划，也是他扎根基层的原因之一。

天道酬勤，从业 20 年来，赵新卫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奉献，
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十佳共产党员”“十
佳业务能手”“河南省电力五小科技创新
先进个人”“国网许昌供电公司劳动模
范”等多个荣誉称号。2017 年，他带领
的班组被中国质量协会、中华全国总工
会、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授予“全国
质量信得过班组”。

河南隆源电力实业公司通信自动化建设分公司科技部主任赵新卫：

“一线，是我发明创新的源泉”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徐民府

“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变，使命不
因风雨坎坷而淡忘。”安徽宣城市绩溪县
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李
夏微信朋友圈的个性签名，如今成了他
短暂却不平凡的人生写照。

2019年 8月 10日下午，在抗击台风
“利奇马”的抢险中，李夏突遇山体塌方，
不幸遇难，年仅 33 岁。噩耗传来，他的
家人、朋友和同事们万分悲痛。日前，李
夏被追授为“时代楷模”称号。

奋不顾身抢险救援

8 月 10 日凌晨，台风“利奇马”袭击
绩溪县。该县荆州乡范围内普降暴雨，
导致多处山体塌方、道路中断，乡政府全
体干部下到各村组开展抗台抢险工作。
李夏也冲到了一线。

当日下午，狂风大作，暴雨未歇，河
水骤涨。李夏与荆州乡人大主席王全
胜、胡家村党支部书记胡向明一起，来到
乡敬老院查看险情。

雨越下越大，安顿好敬老院的老人
后，李夏等 3人蹚着水正要出来。突然，
他们发现 70 多岁的胡今古夫妻俩仍滞
留在家里。王全胜回忆，当时，水已经漫
过了门槛，老人因舍不得家中财物不肯
走。李夏赶紧帮老人将家中值钱物品搬
上楼，又和其他人把 2 位老人安全转移
到地势较高的邻居家。

安置好胡今古夫妻俩，还没来得及
喘口气，李夏又接到村民电话，称“下胡
家村村口可能会发生山体塌方”。3人立
刻赶去现场。在村口，他们紧盯山坡，小
心地把准备通过的村民胡日红母子护送
到安全地带。

在看到一棵大树带着砂石从山坡上
滑下，把路旁电线杆压倒在道路上，细心
的李夏马上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到荆州
乡工作微信群里，并编发了险情提醒：

“胡家村土地庙这里塌方，树倒下来把路
拦了，电线疑似被打断……”谁能想到，
这竟是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

由于担心群众过路遇险，李夏等 3
人再次折返，路过塌方地段时，忽然听到
山顶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塌方！快
跑！”王全胜大喊一声。跑在最前面的胡
向明回头一看，只见泥石流霎时倾泻而
下，气流把王全胜推出 2米多远，李夏则
被泥石流推出了山边道路。

“李书记，李书记……”王全胜大声
呼喊，始终没有回应。经过持续搜救，11
日早上6时左右，李夏的遗体在下游约2
公里的王仙庄村被找到。年仅 33 岁的
李夏，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抗台
抢险路上。

华彩青春扎根基层

长安镇高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庆华得知李夏遇难的消息是在 8
月11日上午7点48分。

“怎么都不敢相信。”说完这句话，王
庆华沉默了许久，才喃喃地道：“原本 12
日一个项目开工仪式请他来的，这下成
了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

2017 年 6 月，时任长安镇纪委副书
记、监察室主任的李夏来到高杨村担任
党建指导员。当时，他发现村里的生活
污水直接向外排出，影响了村民的居住
环境。“一定要争取个污水处理项目。”他
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商量着。很快，这件
事被提上了日程。在他的推动下，高杨
村争取到了总投资 260万元的污水处理
项目。

选址、设计、招投标……项目前期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李夏时刻关注项目
进展。”王庆华说，如今开工条件具备了，
他却不在了。

“我们村共有 24 户贫困户，他主动
帮扶了 6 户。”王庆华回忆，李夏来到高
杨村担任党建指导员后，给高杨村的工
作氛围带来很大变化。“之前村里干部坐
班不正常，也没什么分工，工作头绪比较
乱。”李夏来后，指导村干部制定了细致
的分工，村“两委”工作也做得越来越好。

在村产业帮扶方面，李夏同样带给
高杨村很大变化。“村里种有三四百亩黄
山贡菊，李夏是黄山人，他为我们从黄山

请来技术专家指导，现在村民们的贡菊
种得越来越好，收益也逐年增多。”王庆
华说，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种植
黄山贡菊，如今种植面积已经增加至
1400亩。

2018年12月，李夏被组织安排到绩
溪县最偏远的荆州乡担任纪委书记。朋
友们告诉他那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他却
说，“工作总要有人去干”。

到荆州乡后，李夏全身心投入到工
作之中，仅用半年时间，就办结了 6起审
查调查案件。这期间，他还被抽调参加
县委巡察，在参与巡察的 1个月里，他经
常加班，白天晚上连轴转，半个多月才能
回一次远在屯溪的家。

走进李夏在荆州乡的单间宿舍，看
到低矮窄小的板床、漆面斑驳的老旧衣
柜、当作餐桌用的老式办公桌，很难想
象，这是一个“80 后”、乡纪委书记的宿
舍。李夏在工作日记的扉页上写道：“极
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

一腔为民无私奉献

“他是个特别守承诺的人，说到就会
做到，这一次他‘食言’了。”李夏的妻子
宛云萍强忍泪水哽咽地说。

8月底是宛云萍的生日，原本丈夫答
应陪她。“结婚这么多年，我的生日他从
来没陪过我。”宛云萍说，今年我的生日
是周六，他答应陪我过，但现在，这个约
定永远实现不了了……

2013 年，李夏和妻子结婚并有了女

儿后，一家人的生活甜蜜且幸福。但随
着李夏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一家三口聚
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今年 56 岁的许冬仙是长安镇高杨
村高村村民组的贫困户。“他经常来家里
看看，问问我身体好不好，家里有什么困
难，我把他当自己的儿子。”许冬仙说，自
己的小孙女和李夏的女儿差不多大，也
特别喜欢他，小孙女还把攒的糖果拿给
他吃。

在李夏的帮扶下，许冬仙家顺利脱
了贫。但那张有些泛黄的帮扶联系卡，
仍贴在她家的墙上。“听到李夏遇难的消
息后，我忍不住伤心……”许冬仙说完，
哇哇地哭起来。

8月12日上午10点30分，李夏的遗
体告别仪式在县殡仪馆举行，县乡镇干
部 群 众 等 300 余 人 自 发 地 赶 来 为 他
送行。

“真的不敢相信，他走得这么突然，
他为人非常正直，工作也非常负责，太可
惜 了 。”长 安 镇 计 生 办 工 作 人 员 程 龙
帆说。

“噩耗传来后，我的心情特别沉重。
他在党政办工作期间，我们村危房改造
的每一户审核和验收，他都会亲自到场，
是我们的榜样。”长安镇大谷村村委会主
任戴辉箭潸然泪下。

殡仪馆哀乐低回，仿佛在诉说着人
们对这位好书记的怀念。当天下午，长
安镇的 75名干部群众又自发来到这里，
用一枝枝清菊寄托无限哀思，再送他们
心中的好干部李夏最后一程。

用 生 命 践 行 初 心
——追记安徽宣城市绩溪县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专员李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顾维林

李
夏
（
左
）
正
在
入
户
走
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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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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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新卫在专心调试机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