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耀卿李耀卿（（左左））和村民许怀银谈心和村民许怀银谈心。。
大棚里大棚里，，许学勤查看西瓜苗长势许学勤查看西瓜苗长势。。

新建的村党支部新建的村党支部、、村委会办公场所村委会办公场所，，及村卫生所及村卫生所、、幸福院幸福院。。

新修的水泥路新修的水泥路，，连通各家各户连通各家各户。。

驻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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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陵区老窝镇老
许 村 位 于 老 窝 镇 南
部，西与召陵镇久寨
徐村相邻，东与青年
镇接壤。

老许村东西长约
1.7公里，南北长约2.2
公里，有村民小组 5
个 ， 共 323 户 1447 口
人，党员35人。

老许村耕地总面
积 2080 亩，有效灌溉
可 耕 土 地 面 积 1860
亩 。 农 作 物 以 小 麦 、
玉米为主，经济作物
主 要 有 大 豆 、 花 生 、
烟叶。有葡萄种植园
60亩，鱼塘5个，养殖
场两个。

老许村长期外出
务工人员502人，低保
人口 36 人，五保户 5
户，贫困户 64 户 291
人，是被河南省政府
确定的省级贫困村。

从 2015 年 9 月 至
今，在驻村第一书记
李耀卿的帮助下，老
许村47户224名贫困村
民脱贫。同时，村容
村 貌 发 生 明 显 改 观 ，
村干部和贫困群众自
力更生、脱贫致富的
信心和劲头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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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组织上把我派往省级贫
困村召陵区老窝镇老许村担任第
一书记，我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的。

第一次与老许村的干部群众
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被现场数
十位党员和群众代表的期盼目光
打动。

当我基本上掌握老许村贫困
主要原因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冲
动：我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老许村改变贫困面貌。

当我一心一意、一步一个脚
印地，协助村支书李彭云同志带
领老许村的党员干部和贫困群
众，在脱贫攻坚的路上艰苦奋斗
的时候，我有满腔的豪情和使不
完的劲儿。

当我和李彭云等村干部把一
个个扶贫项目、资金引入老许
村，变成广大村民看得见、摸得
着的现实的时候，我心里想得更
多的是还有什么不足，我还能够
再做些什么。

当村里患有严重肺心病的贫
困村民许怀银老哥哥说，李耀卿
书记为俺老许村跑事儿办事儿那
么辛苦，要把他放养近一年的一
只山羊送给我补补身体的时候，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
淌，我内心真的感觉很温暖、很
幸福。这是老许村贫困百姓对我
的信任和厚爱，重如千金！

贫困村的条件艰苦，但到底
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也没有心
理准备。但是，随着我工作的深
入，农村工作的艰辛和苦楚使我
体会至深。刚进村时，村子里没
有空闲房子，我只好住在一个葡
萄园的一间板房里。这是看护葡
萄园的专用房子，距离村子四百
多米远，没有卫生间。我没有气
馁、灰心，反而激发了为村里多

办事、办好事的决心。
作为省级贫困村，引进扶贫

项目和资金是驻村第一书记必须
努力争取的。怎么争取？有什么
渠道？怎样监管？如何依法依规
使用？这就需要我严肃对待，不
能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需要我
实时跟踪扶贫项目，以及扶贫专
项资金的使用，坚决保证不出问
题。只要是能够给老许村带来福
祉的项目和资金，我就和村干部
门不辞劳苦地一起去协调争取，
且要动用我多年来积累的各种资
源，促使项目和资金落地实施。
我必须时刻把全村贫困百姓的疾
苦放在心里，对贫困村民进行合
理分类，知根知底，因户使策，
殚精竭虑地为他们尽快脱贫付出
心血与汗水。我适时制定产业脱
贫规划，为老许村申请产业扶贫
项目，为老许村百姓走上富裕道
路奔走呼号，力促扶贫项目和资
金落地实施。

一年多来，第一书记肩上的
责任，我扛得起、能坚守，第一
书记生活和工作中的苦，我吃得
了、咽得下。脱贫攻坚中，我勇
敢担当。

如今，老许村正在悄悄地发
生着根本的转变，村干部形象大
大改善，贫困村民有序脱贫，村
里基础设施有效改善，远离贫
困、持续富裕有了扎扎实实的物
质基础。目前，老许村基本实现
了基础设施脱贫、产业脱贫、精
神文化脱贫、村民健康脱贫。

老许村的明天更美好，这是
我最大的心愿。我期望当我离开
老许村的时候，村民们记得有一
个叫李耀卿的税务干部，代表漯
河市国税系统为他们脱贫致富干
了一些实事儿、好事儿，人品不
错，值得怀念。足矣！

种好大棚菜 甩掉“穷帽子”
3月21日，天气晴好，春风和煦。
上午 8 点 30 分许，记者随李耀卿来到老许

村。步行在去村东蔬菜大棚基地的路上，无论是
门口晒太阳的老人，还是正在建新房的村民，以
及田间地头劳作的菜农，大家看到李耀卿，都亲
切地和他打招呼。

好人缘从何而来？这要从2015年9月李耀卿
任老许村驻村第一书记说起。

理思路，为贫困“把脉”

2015年9月，李耀卿一到老许村，就邀请村
干部座谈磋商，主动拜访老支书、老党员，逐户
走访贫困户。

“老许村是省级贫困村，致贫的主要原因是
传统产业没落，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不高，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没目标、没方向。”李耀卿告
诉记者。

砖瓦运输原是老许村的传统产业，但随着国
家墙体材料新政策的实施，黏土砖退出市场，村
民失去了赖以生存、致富和发展的门路。

同时，村里没有文化设施。村里人居环境很

差，生活垃圾靠风刮，生活污水靠蒸发。
此外，村内主要道路路面坑坑洼洼，严重影

响村民生活。
如何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让贫困百姓看到

希望并逐渐脱贫致富，成了李耀卿日夜思考的头
等大事。李耀卿觉得，一个有事业心、责任感、
勇于担当的村支书和一批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村
干部，远比争取到一两个扶贫项目重要得多，更
有助于脱贫致富。

根据实际情况，李耀卿制定了驻村两年规
划，明确驻村帮扶期间要实现的目标、保障措施
等。同时，他还引导村干部养成用制度规范行
为、用目标指明方向的工作习惯，使每命村干部
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工作职责，都知道在脱贫攻
坚工作链条里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

他牵头组织市国税局党员干部到老许村开展
党建帮扶，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层党
建工作进行探讨交流。给全村 35 名党员上党
课，培养党员的宗旨意识、奉献意识，把村干部
和党员团结起来，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核
心。

砖瓦运输行业没落后，不调整产业结构、拓
展发展方向，脱贫致富就是镜中花、水中月。李
耀卿把目光盯在了重点扶贫项目建设上。

他与村干部们一道，研究制订了《老许村发
展转型升级“三步走”战略规划》：第一步，开
展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年久失修的6条主干道进
行全面修整和硬化，解决村民反映最强烈的出行
难问题；第二步，争取产业脱贫项目，帮助64
户贫困户建设无公害优质叶类蔬菜大棚，从根本
上解决贫困人口就业、脱贫问题；第三步，发展
包括葡萄种植基地、果蔬保鲜库等项目在内的村
集体经济。

根据全村产业发展规划和各个贫困户致贫原
因，李耀卿和村干部把因病致贫返贫、因残致贫
无力脱贫、劳动力缺乏致贫等贫困人口作为帮扶
重点，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
致力于实现“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
转变。

修道路，不再走泥泞路

3月21日，走在村内宽阔的水泥路上，李耀
卿感慨：“原来村里的道路，汽车轮胎有多高，
坑就有多深。其实，当时修路的时候挺作难的。
不过，为了朴实的乡亲们，作难也值啊！”

为脱贫，李耀卿向市国税局党组汇报，积极

争取支持。记者了解到，市国税局向老许村投入
帮扶资金28.5万元。

同时，他向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
情况，全力争取扶贫项目资金。经过多方努力，
争取到扶贫项目 5 个，专项和帮扶资金 284 万
元，整修道路6条2.7公里，安装节能路灯160余
盏，改造村内下水道910米，新打40米灌溉用井
6眼、200米饮用水井一眼，极大改善了村民的
生产和生活条件。

如今，老许村村民出行不再走泥泞路，大小
街道路灯全覆盖，还吃上了自来水。这些实实在
在的变化，提升了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也树立
了村干部的威信，村民们开始对李耀卿和其他村
干部有了笑脸。刚开始误解李耀卿的村民，也主
动给李耀卿递烟、打招呼。

帮脱贫，圆村民致富梦

在老许村优质无公害叶类蔬菜产业脱贫项目
基地，30 多个蔬菜大棚蔚为壮观。村民李记
绳、李报等几个人，正在架设电线，为后续用电
做准备。

李耀卿说：“建设这些大棚，我们没有花一
分劳务费，都是我们自学自建的。其实，这也是
当时为了省钱逼出来的办法。”

在这个产业脱贫项目实施中，村里提出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有土地出租土
地，建设资金则是村民股份制投入一些、驻村帮
扶单位支持一些、财政扶贫资金保障一些。

在前期种植试验和外出考察蔬菜种植成功地
区经验的基础上，李耀卿适时组织村民加入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取股份制和承包经营的方式，吸
纳64户贫困户承包经营蔬菜大棚，大面积、成
规模、阶梯式种植各类蔬菜和瓜果。根据蔬菜瓜
果种植的特性，李耀卿还提出“时令销售、错峰
销售、不饱和销售”以增加销售收入。

通过实施产业脱贫，建立村集体支柱产业，
实现了村集体的财富积累，同时转移了村里大量
富余劳动力：有钱挣，还不耽误其他农活。

截至目前，老许村已经有47户224人脱贫，
占全村64户贫困户的73.44%。

贫困户许学勤承包了两个大棚种西瓜，目前
西瓜幼苗长势良好。他高兴地说：“这些西瓜5
月份能上市，一亩地按一万斤产量计算，一斤一
块钱批发出去，这两个大棚3亩地西瓜就能有3
万块钱的收入。”

为让村民尽快掌握大棚种植技术，李耀卿带

领村民到山东寿光实地考察学习。同时，邀请农
业和土壤专家到村指导，选择符合老许村种植条
件的蔬菜。积极设计、注册老许村农副产品商
标，打造老许村的农副产品品牌。

葡萄种植基地项目、禽类养殖等项目，也让
许多贫困村走上了脱贫道路。

赶潮流，建农民互联网学堂

中午时分，路过贫困户许怀银家，李耀卿口
里喊着“老大哥”，就走进了敞开着的大门。

69 岁的许怀银老人正在院内剥玉米棒。李
耀卿坐下来，一边帮着剥，一边询问家里还缺什
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李书记把俺当哥，我也认下了这个弟弟。”
许怀银老人激动地说，李耀卿多次给他送来米、
面、油，以及衣服、被子。

“我养了三只羊，俺真想送给他一只，让他
补补身体，可他不要。”许怀银老人说。

李耀卿对许怀银说，生活上不要亏待自己，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因为贫穷，不舍得花钱，一些农村居民小病
不看、大病靠忍，结果越拖越严重。为改变村民
这种错误观念，李耀卿邀请我市各大医院到村里
义诊，宣传健康卫生知识。

李耀卿还深深地感受到，仅仅从物质上带领
老百姓脱贫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转变思想观念，
开拓村民视野，提升村民文化素养，才能彻底摆
脱贫困。为此，李耀卿争取到扶贫专项资金16
万元，帮助老许村建设了2000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和文化书屋，并发动市国税干部等社会各界捐
赠图书5000余册。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成为时代主流，我从长远考虑，并根据村里农副
产品生产经营发展的方向和需要，建立了老许村
农民互联网学堂。”在村互联网学堂，李耀卿打
开一台电脑对记者说，这十几台电脑都能上网，
能让村民学习互联网知识，掌握一般的通过互联
网处理经济事务的技能。

眼下，李耀卿正在规划下一步改善村民人居
环境的事情，如彻底解决村内生活污水排放、生
活垃圾集中处理问题，美化村内村外环境，在村
内显著位置和墙面宣传健康生活知识。他期望改
善村容村貌，提升村民生活幸福度，实现村里三
季有花有果，碧水荷塘，树木葱郁。

李耀卿说：“我有信心让老许村脱贫的同
时，建成环境优美、邻里和睦的美丽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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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村里村外采访李耀卿
时，能清晰地印证他工作认真扎
实的一面是：几乎每个遇到的村
民都会和他打招呼。更令人惊喜
的是，李耀卿也能准确地叫出村
民的名字。哪一家贫困家庭是啥
情况，哪一家遇到了什么问题、
解决情况如何，李耀卿也都清
楚。这是为什么？他走得多、问
得多，心思都在老许村，都在老
许村的贫困户身上。

于是，只要是能够给老许村
带来福祉的项目和资金，他不辞
劳苦地去协调争取。项目落地实
施时，他对贫困村民进行合理分
类，因户施策，殚精竭虑地为他

们尽快脱贫想办法。
村里的孩子洋洋他惦记着，

每次从城里回村，都不忘给孩子
带一瓶牛奶。每个贫困户他记挂
在心，有机会就上门看一下他们
的衣食温饱，以及病情。村里的
蔬菜种植户他牵挂着，每次到城
里办事，不忘帮忙卖一些蔬菜给
他联系的单位食堂……

这种扑下身子、扎扎实实、
倾心帮助群众脱贫的工作作风，
展现着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意识，也身体力行地诠释
了驻村帮扶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不愧是全市脱贫攻坚战线上一个
标杆性人物。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筑
梦
美
丽
乡
村

无愧于第一书记光荣称号

李耀卿李耀卿，，19601960 年年88月生月生，，中中
共党员共党员，，先后在舞阳县税务局先后在舞阳县税务局、、
漯河市国税局工作漯河市国税局工作，，20152015年年99月月
被派驻到召陵区老窝镇老许村任被派驻到召陵区老窝镇老许村任
第一书记第一书记。。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齐放提供

扑下身子 倾心帮扶

采访札记

村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