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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脱贫攻坚”主题演讲比赛演讲稿摘登①

十八洞村有6个村民小组，225户939人，贫困发生
率达57.7%。

为了探索十八洞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扶贫模式，
2014年1月，湖南花垣县委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精准扶贫
工作队，由我担任队长。

来到村里，我们首先统一思想，激发大家内生动
力，推行“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使村支两委的
凝聚力强起来，群众的精气神提上来！我们总结提炼
了“投入有限、民力无穷、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十八
洞精神。

思想通则百事顺，在修路、农网改造、机耕道路建设
中，村民们纷纷主动出工出力。

我们又趁热打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没有土
地，采用“飞地模式”到外乡租地种植猕猴桃；成立苗
绣合作社，发展订单农业；发展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
……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十八洞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乡亲
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的 10 月 1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群众游行活动中，我代表十八洞村站在了“脱贫攻坚”方
阵的彩车上，给全国人民交上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漂亮答卷。

精准扶贫，风起苗寨。十八洞的蝶变，只是今日中国
乡村剧变的一个缩影。面向未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十八洞村将一马当先、奋力攻坚，继续创造更加美好的明
天！

（作者为湖南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十
八洞村第一任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

今年是我扶贫的第7个年头。
东山村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坐船翻山再乘车是全村过

去唯一的出行方式。全村有406户1568人，共有来自浙
江、河南等16个省份的移民在此定居，是典型的移民村。

7 年的时间里，酸甜苦辣的故事有一箩筐。我记
得第一次去贫困户李正英的老宅走访，外面下着大
雨，屋内地上摆满了接雨的脸盆和桶。听着屋内“滴
滴答答”的雨声，我的心很痛。经过 10 余次沟通汇报、
七八趟来回奔波，2 个多月后新房建好。搬迁那天，李
正英请人写了一副对联：精准扶贫奔小康，坚定不移
跟党走。我深知，作为一名扶贫干部，既然响应了党
的号召，就要努力成为党的中坚力量，让更多贫困群
众早日脱贫。

经过几年的努力，东山村于2017年底成功脱贫摘帽。
当时，我向组织递交了回校工作申请。可就在我即

将离开的前3天，全村53名党员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全
票推选我为村党支部书记，而这一干又是3年。

想到每次探亲回家，儿子总是问我：爸爸什么时候
回来陪我啊，我的内心满是愧疚。可当老支书拿出的
一张老百姓挽留我的签名时，我被感动了，我知道那是
一份信任、一份期待，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重托，我决定
留下来。

如何让东山村美起来、富起来，这是我面临的新课
题。我将继续埋头苦干、全力以赴，不忘为民服务初心、
牢记脱贫攻坚使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作者为江西九江学院团委办公室主任、江西省武宁
县东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

脱贫攻坚，必须干到底
李志起

我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路上，每年的飞行里程
超过10万公里。在那些贫困地区，我看到了许许多多让
我永远难忘的场景——因为卖不掉而烂在田里的农产
品，因为家里穷而上不起学的孩子……

11月的新疆和田，温度已经很低，但有的孩子因为
家庭贫困，仍然赤脚走在路上。我下定决心，要为更多
的贫困户更多的农产品，找到更多的销路。

几年下来，在我们的奔走和努力下，国家部委参加
进来了、电商企业参加进来了、连锁超市也参加进来
了，越来越多的力量参与到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采购和
销售中来！许多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成功完成了产销
对接，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看到这些订单，看到
这些数字，我和我的团队无比激动，一张张订单，就是
对贫困家庭的一份份保障，就是他们最需要的爱和希

望!
乡亲们有了订单，就可以致富。可我却因为常年奔

波，身体垮了下来。前年 8 月，我在北京延庆农村调研
时突然昏迷休克，被紧急送到医院。我在 ICU 病房里
全身插满管子待了整整5天。这5天非常漫长，妻子流
泪，孩子无语；这 5 天，我反复问自己，扶贫这条路还要
不要走下去，扶贫这项工作还要不要干下去？新疆和
田那位打赤脚孩子的父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消息，辗
转托人给我送来了两束鲜花，他们希望我快点好起来，
还能继续帮助他们……那一刻，我被这质朴的情感震
撼了，满脸都是泪水。扶贫这条路，我还要走下去，脱
贫攻坚，必须干到底!

（作者为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志起未来集团董
事长）

我是一名“列车妈妈”
麻 珂

我是一名“列车妈妈”，但“列车妈妈”不只是我一个
人，她是一个岗位，一份在崇山峻岭间往复行驶了61年
的情怀。

大专毕业成为一名实习列车员后，着迷于中国地理
南北方分界的标志——风景迷人的大秦岭，我特意申
请去跑“秦岭小慢车”。这趟便民列车从1958年就开通
了，沿途经过的大多是乡村小站，是山民出行的必经之
路。

记得第一次上车是在惠民助农车厢。推开通学车厢
的门，百十个孩子嬉笑着扑上来。而我的任务就是跟着
师傅学习当好一名孩子们口中的“车妈妈”，管好他们在
车上的学习和生活。

“山里穷，咱这一趟车沿秦岭30多个站，总共600多
个娃，600个娃就是600个家，这可是整个大秦岭的希望
啊！”师傅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教育，扶贫先扶
智！

学着师傅的样子，我和孩子们渐渐熟悉起来：给年纪
小的全宝洗尿湿的裤子；给爱上蹿下跳的大强补蹭破的
衣服；为劝休学的小勇回心转意多次翻越大山；把叛逆期
逃学躲在网吧的刚子拉走；考上了学我掏工资请他们吃

“肯德基”；报不起兴趣班，我就自学音乐、毛笔字教他们
……

一个雨夜，我抱着发高烧的小伟从车站跑了几公
里到医院，大夫喊：“谁是孩子家属？”小伟拉着我的
衣袖说：“他就是，他是我的‘车妈妈’。”那一刻，我哭
了。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任“车妈妈”，但我知道这
就是爱，是责任，是传承，是初心。我们新时代的铁
路人就是要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担子牢牢地扛在
肩上！

脱贫攻坚，众志成城，这项跑了几代人的使命，一定
会在我们这一代跑出更好的成绩。

（作者为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职工）

四十亩滩是我家
孙国亮

2016年初，我来到张家口市阳原县四十亩滩村任第一
书记。四十亩滩村有132户33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79
户，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元。

刚到村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是冷，二是
愁。全面奔小康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一个不能掉队，
这份责任很重。我自己出钱，带着村干部出去学习，走
了11个县，制定了生态旅游发展规划。村民大会上，我
承诺，要以发展大棚种植为突破口，让村民土地流转得
租金、大棚务工挣薪金、产业盈利分红金，在家门口就
能挣到钱。

一期建20个大棚，总投入70万元，但这些钱都要等
项目建成验收后才能拨付。我妻子把给孩子准备的6万
元生活费拿出来，并借款40万元，支持四十亩滩村大棚
建设。

大棚建成后，由合作社集体经营。每天男工80元，
女工60元。我和妻子义务出工。为把大白菜1斤多卖1
毛钱，我和村民起大早到集市上占地摊。

当年腊月二十八，村里响起了鞭炮声，村民们第一次
领到了现金分红。那一刻，我的眼圈红了，能为新时代脱
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我一生的荣光！

驻村4年，我们发展蔬菜种植、柴鸡养殖、光伏发电
等多个产业，村民的腰包慢慢鼓了起来。截至去年底，全
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8000 多元，全村所有贫困户都实现
脱贫。我们还改善村容村貌，开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设
立孝善基金，使村风民风发生了改变，我也被评为河北省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燕赵楷模·时代新人”。

脱贫只是开始，巩固脱贫任重道远！扶贫任务到期
后，我主动申请继续留下来。如今，我依然每天扎在村
里，有人问我：“还要不要家了？”我说：“四十亩滩就是我
的家！”

（作者为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办公室副主任、驻张
家口市阳原县辛堡乡四十亩滩村第一书记兼村主任）

从侗族大山飞向世界
杨海强

2016年3月，我来到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处的
林略村，担任第一书记。

山高路远造成了林略村的贫困，但原生态的林略村
保留了外界少见的农产品品种——黑糯米和红糯米。我
联系了几个在外地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一起做电
商。为了打开市场，我们不放过展销会上的每一个扶贫
展位，一路摆摊到了柳州、南宁、上海。走出大山的红糯
米，从每斤6元卖到了每斤18元。我联系贫困户做起了
高山放养小黄牛产业和乡村旅游，打出了一套覆盖面更
广的“电商、养牛、旅游+就业”的“3+1”脱贫组合拳。

农产品走出去了，农民增收了，但我发现，大山困住
的还有村民的认知。孩子们不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扶
贫要扶智，我的“走出去”计划启动了：2016年，我带着村
里的孩子们来到柳州过儿童节，孩子们又兴奋又紧张，他

们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乘坐了电梯。后来，我又邀请广东
中山市的50个学生家庭来到村里；请来广东医科大学学
生“三下乡”；中央财政支持的流动青少年宫项目也来到村
里。那一年，林略村实现了脱贫。

我在第一书记任期结束后参加了公派留学。毕业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回到村里，我用侗语向乡亲们问好；
我告诉孩子们，很多外国人都想尝尝咱们村的红糯米。

从侗族大山到世界舞台，困住林略村的从来都不是那
一座座大山。只要拥有飞越崇山峻岭的信念与本领，乡亲
们和扶贫干部们，都将是人类减贫史上的见证者，更是人
类减贫史上的创造者。

（作者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团市委三级主任科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林略村原
第一书记）

交出精准扶贫答卷
龙秀林

扎根在扶贫大地
谭翊泉

编者按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脱贫攻坚”主题演讲比赛日前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1名选手参加了比赛。他们都是脱贫攻坚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见证

者，其中既有奋战在扶贫一线的驻村干部，也有默默付出的后方保障人员；既有贡献智慧力量

的企业家，也有见证记录这一伟大进程的新闻工作者。参赛选手们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讴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展示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的

良好精神风貌，展现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报自今日起，分两期对获得金、银、

铜奖选手的演讲稿进行摘登。

获得金奖的演讲者龙秀林

获得金奖的演讲者麻珂

获得金奖的演讲者谭翊泉

获得银奖的演讲者孙国亮

获得银奖的演讲者李志起
获得银奖的演讲者杨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