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奔跑在农村里的“追梦人”

王开源

2019年 8月，我考取了省委名校优生选调生（脱贫攻坚类），被分配到淮安市涟水县黄营镇。作为一

名刚入职 10 个多月的“小萌新”，从初来乍到时的慌张茫然，再到如今处事的自信坦然，是淳朴可爱的

村民百姓和热心包容的领导同事，帮助我成长为“一人一事总关情”的基层干部。当前，特色扶贫富民产

业、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农民住房改善工程在这里开花结果，我有幸从“见证者”成长为“参与者”，

青春的热情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农村土地上奔涌。

我所在的黄营镇，地处灌溉总渠以北片区，是全省“十三五”期间重点帮扶地区。全镇建档立卡低收

入户有两千多户，扶贫工作任务较重。刚到单位，镇领导安排我协助扶贫专干做精准扶贫工作，心里不禁

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同志啊，求求你们啊，活着真的太累了！”刚上班的第三天，一位老人推开办公室门，用颤抖的双

手抹着眼角的泪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头回见到这种情况，可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和扶贫专干赶紧将

老人扶起来，请他坐下并倒上一杯温水。

“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我们问。老人抽泣着回答：“小同志，家里老伴大手术，看病把家里钱都

花光了，现在人不知怎么活啊！”扶贫专干向他详细介绍了扶贫政策，并表示核实情况后一定帮他想办法，

他的情绪才逐渐舒缓下来。我记下老人的家庭住址与联系方式，又给村里打电话了解情况。不知不觉，时

间已过饭点。我们留他吃饭，老人不答应，坚持说家里老伴做好饭了在等他，但我们知道这只是善意的谎

言。在我们的一再挽留下，老人最后同意了。虽然只是普通的工作餐，但听他诉说困难，也拉近了我们之

间的距离。吃过饭后，送别老人。凝视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想，一定得帮他渡过难关。

几天后的周末，那会儿刚进大暑不久，连呼吸的空气都是热的。我和扶贫专干驱车到村里，在表明来

意之后，村支书直接带我们往老人家中走去。一路上并不好走，跨过好几条沟渠，才摸到老人家里。老远

就看见老人正背着身，给门前蔬菜浇肥。

“老爷子好，我们来看你了！”听到有人，他卸下肩上的扁担和粪桶，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上前同

我们握手，又转身进屋搬出几张木凳让我们坐下。村支书介绍说，老两口患有慢性病，儿子常年在外打工，



儿媳离家出走，前几年村里刚给申请了低收入户。前不久，老人的老伴住院动手术，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积

蓄也被掏空了。随后，我们向他介绍了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并嘱托他收好病历、出院小结、费用清单等，

以备二次报销。这才打消了他心头的顾虑。后来，我去县政务大厅帮他办理了二次报销，钱直接打到他的

“一折通”上，他自己负担的医药费不到 10%。这样的帮助，既解决了老百姓的难事，又燃起了他们生活

的希望。

可回到镇里，我心里的石头却没落地。这种现象只是个例还是普遍存在？问题症结究竟在哪？带着这

样的疑问，我们采取“大数据比较+网格走访”的形式，通过比对国扶网信息、询问村组干部、调研试点村

等方式，摸排到全镇建档立卡低收入户因病致贫率达 57.6%，其中很多留守老人担心看病贵而不敢看病。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和扶贫专干商量措施，并向分管领导汇报。随后，我们集中开展扶贫政策宣讲

会，还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座谈会并发动村民互帮互助，做到应知尽知。时值酷暑，扶贫办的同事们跑遍了

23个村。奔走在乡间小道上，我们身上的衣服经常是湿了干、干了湿，但每当得知村民们因知晓政策而受

益的消息，我们心中的疲累便一扫而光。

我生在农村也长在农村，对于贫穷的生活有切身体会，选择重回农村工作，就是想跳出人生的“舒适

圈”，回到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他们身上，我看到贫困群众的困难处境，也渐渐读懂基层这本“无

字之书”。令人高兴的是，无数个用自己双手摆脱贫困的故事在接力上演，而他们也是我在基层路上前行

的最好榜样与伙伴。

在协助做好扶贫工作的同时，为落实好组织部门关于选调生的培养要求，镇党委安排我兼任朱桥村党

总支副书记。朱桥村是“十三五”期间省定经济薄弱村，也是全县唯一的少数民族村，整村于 2018年底脱

贫“摘帽”。近年来，为改善全镇农民住房条件，集中农村土地资源，镇里决定在朱桥村西姜组实施朱桥

社区项目。作为项目联络员，头回碰上拆迁这个“硬茬”，更是让我尝到了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

第一次上老杨家，是拆迁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清晨，镇领导带领我们项目组的几个同事早早就守在“目

标户”老杨家门口。秋季天微亮，农民们就下地干活，赶在太阳“露脸”之前完成一天的农活，老杨也不

例外。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只见他扛着锄头，哼着小曲向我们走来。看他心情还不错，也让我们先松了口

气。同老杨打过招呼后，我们随他一起进了屋。房子虽然建得较早，但还算整洁干净，院子里有块绿油油

的小菜园。在院里坐下后，我们向他表明了来意，可当听到“拆迁”二字时，他皱起眉头一句话也没说，

起身就朝屋里走去并把门关了起来。我心想，老杨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我们只好先离开，顺手把政策宣

传册留在了板凳上。

头回上门就吃“闭门羹”的滋味是真不好受，但冷静下来思考，做好老杨的工作，还得先摸清老杨的

想法，了解他的诉求。为此，我们小队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蹲点老杨家做工作，另一路则从老杨的亲戚朋

友入手了解他的顾虑。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总算了解到老杨内心的想法。其实，老杨种了一辈子地，就靠

这几亩地维持生计，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折腾。还有，房子拆了的话，家里的粮食、农具就没地方放，他更

担心房子被拆后政府对他以后的生活不管不问。做足了“功课”，也让我们对下次的上门信心十足。

一周后，我们再次来到老杨家，与之前不同，这次沟通的氛围轻松多了。刚进门，老杨边招呼我们坐

下边给我们倒水。我们先向他详细介绍了安置计划和拆迁补偿政策，并表明了帮他解决困难的态度。老杨

说道：“之前误会你们了，看见你们起早贪黑，家里亲戚也有人来劝我，我既感动又惭愧。这几天我想通

了，也了解了政策，现在我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是啊，群众不理解说明我们工作不到位，他们的支持

不正是我们干工作的动力吗？在一番将心比心的聊天中，老杨向我们倾诉了他的困难，以及对于房屋拆迁

后的打算。



后来，老杨拿拆迁补偿款在朱桥社区购置了新房，村里帮他进行了土地流转并介绍他到农业园打零工。

前些天，我到村里协调开工项目时又遇见了他，他热情邀请我到新家做客。在参观完房屋内部装潢和门前

菜园后，我问他对新社区感觉如何，他接连点头表示满意。

驻村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每天天刚亮就从镇里出发，在村里一忙就是一整天。半年多来，朱桥村从“丑

小鸭”变为“白天鹅”，我也从她发展的“见证者”成长为“参与者”，为她的蜕变贡献了绵薄之力。如

今，走进朱桥村，农业园内牛羊产业红红火火，果蔬种植生机盎然，村集体钱包鼓起来了；脏乱差的环境

一去不复返，景观庄台绿树成荫，村庄环境美起来了；村民直接在家门口就业，66户人家搬进崭新的朱桥

社区，生活可不比城里差，村民们脸上的笑容多起来了。今年，朱桥村更是入选中国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让我更加坚信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一定会在朱桥村落地开花结果。

在农村，金色是庄稼成熟的颜色，也象征着新希望的孕育。同样，在农村工作，在每一季开始就得播

下希望的种子，只有用心耕耘脚下这片土地，才会在每一季结束后收获金色的庄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