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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下的“东城社工”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通讯员 洪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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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6岁的格茸卓玛成为东
方航空公司乘务员刚满一年。“很多旅客见
我胸牌上写着格茸卓玛4个字就会问我是不
是藏族？我告诉他们是的，我来自云南香格
里拉。”格茸卓玛骄傲地说，她是高原藏家
的孩子。

格茸卓玛的家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
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团结村，这里风景优美、民
风淳朴。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资源条件限制，
与美景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地的贫穷落后。

2014年，格茸卓玛通过努力考上了西藏
大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本应是件喜
事，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他们全家
犯愁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她的姐姐读
完中学就外出打工了，父母在家务农，家里还
赡养着80多岁的外公外婆，再加上她读大学
的费用，这个贫困家庭已无力负担。然而，
面对困难，一家人没有放弃，他们坚持让格
茸卓玛读完了大学。

2018年底，毕业后的格茸卓玛回到家乡，
准备找一份工作，恰好对口帮扶的东航云南
有限公司要招聘一批少数民族乘务员。格茸
卓玛清楚地记得，2018年10月26日，东航云
南公司的扶贫干部王志颖兴冲冲地跑进她家
说：“卓玛，我们公司开始招聘乘务员了，你去
试试吧？”“我怎么可能当得了乘务员，她们可都是‘仙女’啊。”尽管
不太自信，但在王志颖的鼓励下，格茸卓玛还是报了名。

面试当天，考场里的工作人员发现格茸卓玛的着装不符合要
求，马上借给她一身正装穿上，还为她补了妆。短短几分钟后，格
茸卓玛焕然一新，信心满满地进入考场。

“考试中想到身后有那么多关心和帮助自己的人，为了不让
他们失望，我竭尽全力表现出最好的自己。”格茸卓玛说。最终，
她顺利通过面试，开始专业培训。

2019年5月26日，格茸卓玛终于穿上制服飞上蓝天，这是她
人生的第一次飞行。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如今的格茸卓玛已经
飞行了800多小时，去了云南之外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
份工作让她飞出了大山，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不久前，格茸卓玛回了一趟家乡香格里拉。这几年，通过帮
扶和发展产业，再加上她寄回家的钱，格茸卓玛一家人的生活有
了很大变化，脱贫摘帽近在眼前，日子也有了奔头。外公外婆知
道她的工作是客机乘务员后，每天都会坐着小板凳在院子里看着
天空是否有飞机飞过。

“‘卓玛’在藏语中是女神的意思，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对我们
贫困户的精准帮扶，我这个‘卓玛’可能就有点名不符实了。”格茸
卓玛说。

“认识侯兵吗？”
“咋不认识？”贫困户褚增福嘿嘿一笑

说：“俺家脱贫增收，多亏了侯书记帮扶！”
褚增福家住河北临城县石城乡西冷水村，
因女儿双目失明需要照顾，平时他只能就
近打零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褚增福说的侯书记，是2016年8月至
2019年8月来到临城县，作为扶贫干部挂
职县委副书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
部副部长侯兵。3年间，侯兵每次到西冷水
村，都必去褚增福家。在侯兵和相关部门
的帮扶下，褚增福在县城打工，妻子在家做
手工活。去年，褚增福家顺利脱贫。

3年里，很多像褚增福一样的临城人记
住了侯兵：他帮助临城县争取到12个“国
字号”荣誉，先后争取到5亿多元中央、省
级财政资金支持和5.3亿元长期政策性信
贷资金，为临城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政
策支持和资金帮扶。

2019年，临城县成功退出国家级贫
困县序列，侯兵也获得“全国脱贫攻坚贡
献奖”。

“输血”改穷貌

脚下沾了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对群众的感情。为了尽快熟悉情况，初到
临城的侯兵，迅速走遍了全县8个乡镇的

74个贫困村和大多数非贫困村。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侯兵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走心不
走过场、扶贫扶到根上”。

在分析了全国其他市县脱贫攻坚经验
后，侯兵结合临城实际，谋划并实施了党建
领航、产业筑基、精准施策、政策兜底、多方
帮促、群众用力“六位一体”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体系。

缺资金是贫困县最大的短板。为了做
大扶贫资金“蓄水池”，不爱张嘴求人的侯兵
奔走在中央各部委、央企和省里各厅局，费
尽心血，累计谋划和帮助临城县争取各类重
大项目50多个，获得中央及省级财政支持
资金5亿多元，政策性金融信贷资金5.3亿
余元，募集慈善捐助折合钱物近300万元，
为临城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一笔笔资金到位，一个个项目落地，改
变了临城的面貌，提升了临城的名气，侯兵
为此熬白了头发，晒黑了皮肤，超负荷的工
作让他患上高血压和神经性偏头疼。“说实
话，我干招商和重大项目建设这么多年，就
没见过侯兵这样用心用情用力的挂职干
部！”临城县县长焦朝君一提起侯兵，就竖起
大拇指，“别看他平时话不多，可跑起项目来
真是‘拼命三郎’。每一个项目、每一笔资金
的争取，不知道他要跑多少路、说多少话、吃
多少苦、挨多少饿、遇多少闭门羹”。

“造血”拔穷根

记者见到张国印时，他正在拍一个小
视频，准备发到一个短视频平台上。这位
57岁的临城农民可不是随便玩玩凑热闹，
他要通过视频平台宣传自己的根雕产品。

“以前我只靠种地和出去摆摊挣点钱，
自己做的根雕，卖不上什么价钱，没多少收
入。”张国印曾是临城县石城乡黄蜡沟村的
贫困户。侯兵在入村调研中，发现许多农
特产品卖不出去，直接影响农民收入，他便
多方联系协调，争取到全国电商示范县中
央财政资金2000万元，帮助临城县建成县
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1个、村级电子
商务服务站 211 个，解决农民销售难的
问题。

在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帮扶下，
张国印免费领取了电脑、货架、打印机等配
套设备，定期参加专业培训。“有了电商帮
助，不出家门，收入多了好几倍。”已经脱贫
的张国印乐呵呵地说，不仅自己的收入提
高了，村里的红薯、粉条、小米等农产品也
能借着他的平台销售出去。

据临城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总经理
贺志明介绍，他们将农特产品进行加工包
装，采用“微信+直播”的销售方式推向全
国，当地产的蜂蜜由原来的每斤12元，提

升到每斤42元；红薯粉条由原来的每斤7
元，提升到每斤9元，老百姓的收入得到大
幅提升。

“要想让临城早日脱贫、不再返贫，产业
扶贫必须是主攻方向，通过‘造血’彻底拔掉
穷根。”有了这个想法，侯兵开始在如何做大
临城特色产业上下功夫。几年来，他帮助临
城县薄皮核桃入选“2017年最受消费者喜
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2018年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出的“100个品牌农
产品”，并指导临城县的河北绿岭果业有限
公司成功入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河北绿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入选“第三
批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

河北绿岭果业公司是临城县扶贫龙头
企业，也是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2019年

“双11”，绿岭天猫食品旗舰店全天成交额
达77.78万元。“烤核桃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侯兵实地调研后，建议我们多口味发展。”
河北绿岭康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路京振
说，“如今，绿岭的烤核桃有奶油味、椒盐
味、蜂蜜味等，这些创意让企业的产品赢得
了市场”。

扶智“富脑袋”

“智慧课堂不仅让山区的孩子学到优
质内容，也促进了山区老师的专业成长。”
在临城县石城乡中心学校的智慧课堂教室
里，校长陈合清对侯兵联系来的一家国企
捐赠的先进设备赞不绝口：“侯兵副书记特
别重视教育扶贫，从孩子们抓起，努力不让
山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几年来，侯兵还推动临城县石城乡中
学与河北精英教育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组
织教师开展合作交流，邀请名师开展“送教
下乡”活动，并选派石城乡教学及管理人员
到精英未来学校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动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商务部配额许可证
事务局、中国集邮总公司等单位党员干部
向临城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捐赠图书、文
具；联系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和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在临城开展“互联网+儿童文学”
扶贫公益活动。

“妻子女儿齐上阵，亲戚朋友全动员”，
是侯兵开展扶贫工作最鲜明的标签。几年
来，侯兵的妻子和女儿协助他连续3年发
起“浓墨书香、爱心同行”“同读一本书、共
筑中国梦”系列读书、励志、捐赠、联谊、互
访等公益活动，为临城县募集近10万元图
书和学习用品。2018年，侯兵的女儿还荣
获中国扶贫基金会颁发的“公益创想家”荣
誉称号。

为了让基层一线干部开阔视野，侯兵
安排临城县优秀科级干部赴中央和国家机
关党校跟班学习，邀请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法制教育中心分两期对临城县164名科
级干部和教师进行拓展培训。同时，连续
两年安排临城县共54名乡镇党政正职、县
直部门负责人和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到北
京，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的基层
党组织建设和致富能力培训班，邀请有创
富经验的北京乡村致富带头人和村支部书
记现身分享致富经验和做法。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组织的基层干
部培训，我参加了 3 次，受到很大触
动。”临城县程阳村党支部书记路瑞博
说：“我们村也决定学习外地经验，把我
们村彻底变个样。”

扶贫扶到根上
——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派驻河北临城县扶贫干部侯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举高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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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冬到夏，北京东城区美术家协会会员马兆力拿起手中的画
笔，倾情描绘东城社工。在他眼中，社工是最可敬可爱的人。“抗疫
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我不能亲眼所见。我所见到的是社工们每日
的奔波辛劳。”

年初时，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已是古稀之年的马兆力很少出
门，他习惯从自家的窗台往外看，“穿着红马甲或蓝大衣的社工，总
是行色匆匆”。有一天，他看到社工郝俊丽为楼门长董志华戴上志
愿者的红袖标。“这是光荣与使命！”马兆力在心中定格了这一画
面。当晚，他在宣纸上勾勒出社工值守的身影。

时隔4个月，东城社工脱去冬装、换上夏装，扫码测温、张贴海
报。相似的场景，不变的坚守，让马兆力又拿起画笔，再次描绘永
外街道社区工作者。

马兆力在永外街道党群办副主任辛桦的朋友圈看到一张照
片，那是在天坛体育场，一位社工伸长手臂，指向远方的核酸检测
点，一旁问询的两位街道居民顺着手指的方向走去。这再次激发
了他的创作热情。“前几天，我也在家附近做了核酸检测。”谈起创
作初衷，他说“我觉得这些社工太不容易了！”

挨家挨户通知居民做检测，陪居民到检测点分流等候，在烈日
下维持现场秩序……马兆力连日来创作了5幅东城社工主题画作。

他先用铅笔在A4纸上“打小样”，再按比例扩大画在宣纸上，
碳条勾勒轮廓、毛笔浓墨勾边、彩色颜料着色晕染。每一幅画作
上都有一块鲜亮的色块烘托人物，或橘色、或淡蓝、或草绿、或明
黄，给人以视觉冲击感。

5幅画作中，有一幅画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而是他对美好
生活的期许与憧憬。这幅画叫作《粽香浓浓，邻里情深》。马兆力
告诉记者，他希望像以前那样，到了端午节，大家可以一起包粽子，
所以他想象戴着口罩包粽子的场景，并画了出来。“期盼疫情早点
过去！”这是老人对生活的期许，也是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上图为马兆力创作的“东城社工”绘画作品。

“古丽女儿，我又来找你了。”7月3日
中午，82岁的社区居民刘国群老人找到巴
哈义古丽·尼合买提，两人商量着去医院看
望他生病的老伴刘桂花的事。

刘国群口中的“古丽女儿”是今年46
岁的塔塔尔族妇女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
她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满城
路社区的一名普通干部。

从2000年进入社区工作以来，巴哈义
古丽·尼合买提便找到了开启人生幸福的
密码，“看到孤寡老人、失独家庭，我心里会
很难受，他们就像我自己的父母，我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让他们生活的快乐、幸福”。
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用真情孝心温暖着
社区每一位困难孤寡老人的心。

提起与刘国群夫妇的相识，巴哈义古
丽·尼合买提记忆犹新。刚进社区不久，巴
哈义古丽在走访中了解到刘国群夫妇的儿
子新婚不久发生车祸死亡。失去独子，让老
两口整日以泪洗面，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

当晚，她来到刘国群夫妇居住的两间
土坯房，看到老两口为了偿还儿子结婚时
欠下的几万元外债，靠捡拾垃圾度日的情
景，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含泪和他们说：

“我古丽就是你们的女儿，今后一定会照顾
好你们的生活。”从此，她肩负起照顾两位
老人的重担，买面送油，买衣送药，数十年
如一日，帮助老人解决各种生活难题。

在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无微不至的
照顾下，两位老人渐渐走出了阴影。2016

年，刘国群家的房子被列入县里“棚户区”
改造项目，老两口把房屋拆迁的事全权委
托给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办理，叮嘱她一
定在满城路社区周围买房，这样可以经常
看见“古丽女儿”。

现今，住进楼房的刘国群夫妇逢人便
夸：“遇见古丽女儿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得知老两口44年没有回过河南老家，2018
年，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专程带着刘国群
夫妇坐飞机回乡探亲。

其实，在满城路社区，除了刘国群夫妇
外，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还认下了因丈夫
遭遇不幸的颜培侠、家庭贫困的热孜万古
丽大妈等10位穷“爸妈”，其中有汉族、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她每个月都会从
工资中省下几百元钱孝敬这些老人。

看着每日忙碌工作的“女儿”，刘国群
刘桂花夫妇非常心疼。这两天，83岁的刘
桂花生病住院，老两口决定不告诉古丽女
儿。“昨天打了40多个电话没人接，跑了好

几趟家里敲门没人开，我担心坏了。”看着
知道详情佯装生气的巴哈义古丽·尼合买
提，刘国群老人笑了。

为了照顾好这些老人，巴哈义古丽·尼
合买提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放弃假期，
早出晚归。“我能为他们做这些事，离不开
家人的支持和参与，高兴的是孩子也学会
了帮助他人、奉献爱心。”巴哈义古丽的丈
夫阿里·司马胡力常常拿出工资来帮助困
难老人。给老人送饭、打扫卫生更是成了
一双儿女的“家常便饭”。

如今，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的暖心之
举，不仅温暖了社区困难老人的心，也带动
了更多爱心人士温暖着这座小城。

2017年4月，吉木萨尔县政府在满城路
社区建立了“巴哈义古丽工作室”。曾经献
爱心的一个人、一家人，变成了更加专业的
医疗卫生、法律宣讲、党员义工等8支志愿
服务者队伍，人数达1000多人。每年大大
小小的公益活动，覆盖着县城的每个乡镇。

今年 58 岁的颜培侠经营着一家超
市，提起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的帮扶，
她激动地说：“没有古丽闺女就没有现在
的好生活。”

颜培侠一家4口原本靠经营蔬菜店为
生，不幸的是2006年丈夫因病去世。“带着
两个上学的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是古丽
闺女给我带来了希望。”巴哈义古丽·尼合
买提了解到颜培侠家的情况后，经常上门
送来生活物资，帮助申请一家人的低保金
和两个孩子的助学金，并拿出工资支持颜
培侠创业，让一家人渡过了难关。

昔日的受助者颜培侠，生活好起来后，
也加入到巴哈义古丽的志愿者服务队，长
期帮扶着4位贫困居民。

“每当周围有爱心人士加入到帮扶困
难群体的行列中，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希望
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巴哈义古丽·尼合
买提说。

巴哈义古丽的“幸福密码”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巴哈义古丽·尼合买提（左）和刘国群老人（右一）正在畅谈。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