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三个没想到

毛励竞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这句生动而深刻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看到全面

小康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懂得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这个道理。通过市里组织开展的“暖企惠

民”大走访活动，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走访，句容市茅山镇永兴村的东宋家庄成了我最牵挂的地方，结了对子的老乡们也

都成了我最放心不下的“亲戚们”。他们脸上的“表情包”就是各自生活的“晴雨表”。从第一次走访到

多次回访，有三个老乡让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个老乡是一位 82岁的老奶奶。她第一次见到我们，一下子就哭了。她住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一

进大门除了一张八仙桌就再没有别的家具，即使是 42度的高温天气也没有电扇。瘦瘦小小的她站在昏暗的

角落里，颤抖的双手端着装满了药的生锈饼干盒，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丈夫、儿子都去世了，一个人无

依无靠的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年纪这么大又一个人生活，要是哪天突然病倒，死在屋子里，都没有人会

知道。因为有风湿、冠心病，左手手臂经常发麻，每天还要去田里种地，靠着单薄的低保和救助，日子过

得捉襟见肘……说着便只管哭，哽咽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我忙上前接过老人的药盒子，搀她坐下，但除

了从口袋里掏出仅带的几百元钱，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村里把能用的政策都用足了，但还是治愈不了老

人心里的苦。我们只能通过建立大走访常态长效机制，定期来看望老人，给老人以关怀和慰藉。

第二个老乡是一位 50多岁的大叔。他初见我们就连声叹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平时跟着舅舅干木匠，

靠帮村里人装修挣点生活费。虽然收入不固定，但基本还能满足一家 5 口人的日常开销，只是他心里总放

不下自家的三四亩茶场。因为茶场面积太小，村里没有统一承包经营，自己又舍不得花钱雇人帮忙。每年

三四月份茶叶上市的时候，全家人就像上了发条似的，没日没夜地辛苦采摘，可茶叶却怎么也销不出去，

每年看着近万元的收入就这样打了水漂。说着就拿出了一袋袋散装茶叶，整整齐齐地排在桌上，嘴里愤愤

不平地嘀咕着，以后再也不种茶叶了。像这样的散户茶农在句容农村并不少见，我们走访的 10户村民中就

有 3 户有同样的苦恼。为了帮助村民尽快解决问题，我们走访一结束就立即联系村委会，询问村民现有的



茶叶销售渠道，并会同市里的农业部门，共同想办法拿主意，同时号召村委会鼓励村里的种茶大户带着村

民干、帮着村民销。这样既能做强自己的茶叶品牌，又能解决村民的滞销难题。

第三个老乡也是一位 50多岁的大叔。他见到我们就笑了。因为小女儿刚结婚，对他来说又完成了一件

人生大事，见到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共产党好。原来，几年前他就一直担心村里的泥泞路太

破，怕以后嫁女儿的时候车难开、路难走，给亲家留下不好的印象，让人家笑话。一年前，我们去他家里，

拉家常的时候，他把这桩心事说了出来，但又怕给我们添麻烦，特意告诉我们就是随口一说，让我们不要

放在心上。第二天，我们就把他的苦恼反馈到了市里，并通过“督办台”将问题作了进一步交办。如今，

真到大叔嫁女儿的时候，村里的面貌大变样，环境好了，村民富裕了，连他最担心的路也修好了，日子过

得顺当，别提有多高兴了。

随着走访次数的增多，我对农村的情况了解了不少。但说实话，和走访之前的农村“印象”相比，我

还是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生病或残疾有那么大的影响，能把一个收入不稳定或原本完整的家

庭拖得一贫如洗、分崩离析。二是没想到，有时政府的一个小小举动却有万分巨大的力量，能直达老百姓

心底，让他们感念至深、感恩图报。三是没想到，农村的情况是这么复杂，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困难和问

题，哪怕日子看起来过得再风平浪静，也总有道不出的苦和难。“苦”的是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政府光靠

出钱出物并不能解决每个家庭的所有疾苦；“难”的是很多老乡早出晚归、没日没夜地辛劳，也只能刚够

开销，很难让全家人真正过上安稳富裕的日子。

老乡生活的苦和难，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2019 年是冲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省委提出“全面性”“广覆盖”“高质量”的突出要求。为此，我们不仅要看小康路

上的“大多数”“平均数”，更要解决“极少数”“末位数”。当前，全面小康最大的短板还是贫困老乡，

而且贫的不光是“口袋”，还有“脑袋”。对此，我也有一些思考。

第一点是村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现在村里想方设法给困难群众提供财政扶持和社会救助，

从眼前的效果来讲，这确实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不能作为长久之计。解决贫困，还是要从源头上想办法、

找对策，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让村民的心热起来、

人忙起来、精气神足起来，让更多的贫困人口有事做、有活干。就像前面提到的卖不出茶叶的大叔，要是

他有村集体经济组织作支撑，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就不至于每年损失那么多钱了。

第二点是党组织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从实践来看，但凡党组织强的地方，党员的能动性、积极性就

会不断提高，不管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还是扶贫帮困，都能发挥较强的带动作用。现在有的村里确实有

不少好的企业、好的能人，但是他们作为企业和个人，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壮大自身。所以，基层的发

展，关键还是要靠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带动。其实，党在村民眼里就是一个个党组织，基层党组织有义务

也有能力走进每一名党员和群众的心坎里，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团结带领

党员和群众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奋斗。

第三点是精准精细精确的帮扶不可忽视。目前，句容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农户和人口，分别占镇江全市

的 56.68％和 56.30％，其中因病因残因灾致贫的人数最多。这些低收入群众基本可以分为有劳动能力和

无劳动能力这两类。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82岁的独居老奶奶，就要实施低保、

五保的扶持政策，为他们看好病、兜好底，让他们安享余生，同时还要给他们精神上的陪伴和关怀，让他

们找到生活的希望和精神的支点。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就要精准把脉，找到致贫的根源，用不同

钥匙开不同的锁，精准、精细、精确地予以帮扶。



身受才能感同。“大走访”的经历，让我有机会能和基层的老乡们结对子、攀亲戚，真切感受到了他

们的生活现状，也让我切实体会到机关部门转作风、抓落实的重要性。有时我们“大走访”时对群众说过

的一句话，也许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盼头、一个希望；有时我们工作材料里提到的一个问题、一个办法，

也许就是基层和部门努力的一个路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对待每一项工作，无论多么认真、多么仔细、

多么严谨，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