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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文明昭通

他，从热闹的城市走进偏远的乡村，
帮村里出谋划策，成了村民 的“ 贴 心
人”；他从舒适的办公室走进村民的家
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成了村民的

“知心人”；他从省直单位走进乡村基层
一线，深入群众进村入户，成了村民的

“暖心人”。
他，就是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派驻昭通市威信县长安镇安乐村驻村第
一书记李奕辰。

当好乡村振兴的联络员

2021年8月，他主动向组织请缨驻村
来到了威信县的深山。

和许多驻村队员一样，初出象牙塔，
便来到基层这片热土。如何尽快融入乡
村，成为李奕辰刚驻村时面临的最大难
题。

“第一件事应该入户走访、摸清底
数”“政策要把握准，学会入户看房子、进
门搞卫生、坐下谈发展”“不要有身在曹
营心在汉、人在基层却浮在面上的工作
作风”，离任的第一书记把自己的驻村心
得倾囊相授。

走村入户、整理档案、熟悉政策，了解
村情、民情、产业发展情况，在原驻村第一
书记和村“两委”的带领下，李奕辰对所挂

钩的村寨进行了全面摸排，逐渐熟悉村里
的情况，对工作也有了思路。

李奕辰坚持吃住在村、工作在村，落
实好坐班值班、民事代办、矛盾调处等工

作制度。正确处理好与原单位、上级党委
和政府、村“两委”班子成员、村组党员群
众的关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通过
交流沟通，形成了驻村工作队、村“两委”

和挂联帮扶单位多方联动、拧绳鼓劲的工
作合力。

李奕辰担任安乐村驻村第一书记以
来，积极寻村情、找问题、谋对策，铆足干
劲坚守在乡村振兴一线，发挥好驻村队员
与挂联帮扶单位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向挂
联帮扶单位汇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为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为安
乐小学建设标准化的硅 PU 篮球场地势
在必行。”得知安乐小学的情况后，李奕辰
带领工作队队员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同时
向挂钩单位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争取到帮扶项目资金 17 万元，用于重修
安乐小学篮球场。

两年来，从没有经验、语言不通，到积
极融入村“两委”班子和群众，他带头建强
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
成为村民口中“咱们村的好书记”。

为民办实事 用心解民忧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安
乐村广大党员干部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
期盼最热烈、关心最集中的问题，第一时
间认真研究解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入户走访过程中，发现安乐村李洪
德家存在医疗保险难办的问题。为此，驻

村工作队及时走访干部群众核实情况，到
长安镇卫生院、长安镇人民政府等多部门
协调沟通，共同研究拟定解决方案，明确
解决标准、流程。

研究解决方案后，驻村工作队和村干
部再次到李洪德家中，对国家有关政策
规定开展详细的宣传，对解决医保报销
的要求、程序进行耐心讲解，有效化解了
群众的不满情绪，得到李洪德家的理解
和支持。

工作中，驻村工作队始终注重以情动
人、以理服人、以德感人，敢啃“硬骨头”，
不摆“花架子”，主动担起调解基层矛盾的
职责，对上访群众真情相待、敞开心扉，变

“上访”为“下访”，化被动为主动，扎扎实
实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对排查出的
矛盾纠纷，即知即处理、边查边化解，最大
限度延伸社会治理触角，将矛盾纠纷的不
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让驻村工作队
成为促进干群关系的“润滑剂”、群众利益
的代言人。

脚上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在
安乐村，李奕辰始终坚守在基层第一线，
时刻不忘为民服务宗旨，在自己平凡而
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融入基层为安乐村
村民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获得村民称赞，
先后荣获了威信县“尊师重教先进个人”
等称号。

村里的“主心骨” 村民的“贴心人”
通讯员 管治华 李禄贵 文/图

每天凌晨 5时 30分，天刚蒙蒙亮，韩
明杰便在自家果园里忙碌着。她把爱好
做成事业，需要的不仅是一份热情，而且
是长期的坚持。

2010 年，在外务工的韩明杰决定回
家乡水富市向家坝镇水东村发展。土
地是农民的根，要想在家乡谋求出路，
就必须在土地上花心思。爱好水果种
植的韩明杰在亲戚的建议下，利用自家
的土地种植李子，却遭到婆婆的反对。
韩明杰的婆婆认为，土地只有种粮食才
会有饭吃。为此，韩明杰想尽办法最终

做通了婆婆的
思想工作，于当
年种下 8 亩“半
边红”李子。

种植初期，
面对各种难题
韩明杰积极探
索解决。遇到
资金来源困难
时，韩明杰便在
李子地里套种
折 耳 根（鱼 腥
草）、薄荷等来

销售以保证收入；遇到种植技术的困难
时，她就去昆明、绥江、四川屏山等地学
习，并研究出了一套适合当地环境的种
植技术。拥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后，韩明
杰又租了 4 亩土地种植“五月脆”李子。
由于管护得当，韩明杰种植的李子又大
又甜，使得大家争相抢购，且于 2019
年获得“善意果”水果商标认证。如
今，韩明杰每年李子收入可达 12万
元。

2013年，作为党员的韩明杰，

被选为村“两委”成员。2016 年，向家坝
镇政府动员水东村农户大力发展李子产
业，但大部分农户不会管护，导致李子树
苗的成活率不高。此时，作为村“两委”
成员的韩明杰，主动承担起水东村李子
管护技术员的职责，经常利用空闲时间
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户修枝、拉枝、疏
果、施肥、防虫等。渐渐地，谁家李子树
苗遇到病虫害，谁家不会修枝、疏果，大
家首先想到的是找韩明杰。

目前，在韩明杰等种植大户的带动
下，水东村670户种植李子约3200亩。为
了方便大家交流种植技术，水东村村“两
委”人员建立了一个李子管护的QQ群。
每天在群里咨询各种问题的消息不断，
面对这些消息，韩明杰都会认真解答。
同时，韩明杰还联合其他的村“两委”成
员积极探索李子销售渠道。

“如今，水东村的李子
已经形成市场，到了李子
上市的季节，便会有收
购商到我们这里买李
子。”韩明杰笑着说。

韩明杰：带着村民一起致富
通讯员 周 洁 文/图

近年来，鲁甸县桃源回族乡铁家湾村充
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大力推进文明乡
风建设，努力向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目标奋进，村规民约“约”出文明乡村“新风
尚”，“约”出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

铁家湾村位于桃源回族乡北部，总面积
7.44平方公里。辖 12个自然村 16个村民小
组 1585 户 6023 人。居民以回、汉、彝族为
主，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96%。维护民族团
结是本村工作的主基调，其中，村规民约就
如一味润滑剂，为维护全村社会秩序、提升
村民自治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
提升等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打
铁还需自身硬，让村规民约“强起来”“硬起
来”。

铁家湾村《村规民约》历来都有，但以往
却是一纸空文，大家不知道如何用、怎么
用。如何从“纸上谈兵”变为实战，铁家湾
村“两委”干部一直在努力的路上，通过两
个“带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党员干部带
头修改完善《村规民约》。2018 年起，铁家
湾村结合实际，不断修改和完善《村规民
约》，条款从之前的 8条扩充到现在的 13条，
内容涵盖了维护本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秩
序、社会公德、村风民俗、精神文明建设、人
居环境改善等。党员干部带头履行《村规
民约》。各村民小组交叉检查卫生过程中，
其中一位村民小组长的家庭环境卫生却

“一片狼藉”，村“两委”根据《村规民约》中

第三条：对乱倾倒垃圾、家庭及周边脏乱差、
经教育拒不整改的，一律不参加卫生评比，
不得享受物质奖励并第一时间对其通报批
评并责令立即整改。这件事后，党员干部家
庭全部成为人居环境示范户。另外，党员干
部带头遵纪守法，突出“公心”二字，执行中
做到公正、公平，时刻牢记群众事无小事。
通过解决问题，带头为公益事业出力，让村
规民约深入人心、深得民心，让村规民约约
出团结、约出发展。

村规民约“约”出了民族团结。桃源乡铁
家湾村只是鲁甸县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鲁甸县以脱贫攻坚
为契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着力改善
民生，解决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生产生活问题，尤其是2023年7月，桃源乡铁家
湾村开展乡村振兴先导工程建设，夯实了民族
团结的物质基础。近年来，铁家湾村先后获得
2009年度平安创建工作“先进平安村”、2011年
度创先争优“先进集体”、2011—2013 年“文明
村”称号。

村规民约“约”出经济社会发展。在村规
民约的倡导下，群众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
提高了，勤劳致富的欲望增强了，能力也提升
了。铁家湾村 2022 年种植烤烟 970 亩、核桃
4000 亩、板栗 2000 亩、大樱桃 2300 亩，建设蔬
菜大棚 1000 余亩，传统农业和经济林果业发
展势头强劲，当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1.1 万
元以上。

（鲁甸县民政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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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岁的易传秀是鲁甸县
火德红镇银厂村王家村
子村民小组的一位
普 通 村 民 ，她 乐
观、豁达，每天
都笑声不断。
2023 年 9 月，
银厂村首次
开 展“ 好 婆
婆”“好儿媳”
评选活动，易
传秀当选银厂
村“好婆婆”。

易传秀有 6 个
子女，儿孙加起来有
31 人，可谓儿孙满堂。
两个儿子是村里出了名
的致富带头人，多年来
一直在外承包桥梁工程
劳务，带领村子里的邻居一起去务工，
正常情况下大家每个月的工资 14000
元，差的时候收入也有上万元。现在和
两兄弟在一起干的就有 60多个家乡人，
他承包工程建到了湖南、新疆等地，大
家经常都是飞机来飞机去。在他们的
带领下，如今全村出去做桥梁工程的人
有 100多人，村里的别墅越来越多，生活
一年比一年好。

前两年，易传秀的儿子在老家建起
了小别墅，易传秀和老伴住进了小洋房，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尽享天伦之乐，但勤
劳的老两口还是闲不住。“今年的玉米可
以收 1万斤，养了两头大肥猪过年。”易
传秀的丈夫王庆礼自豪地说，他养了一
头母牛一年可以繁殖小牛一头，收入有
1 万元左右，手里的钱自己都用不完。
尽管子女多次劝两位老人不要再做体
力劳动，但闲不下来的两位老人却说劳
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在家自由自
在、能做就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
是锻炼身体。

热爱生活的易传秀衣着朴素，但生
活从来不马虎，每天都把屋里屋外收拾
得干干净净，厨房里锅碗瓢盆分类摆放、
整整齐齐，一尘不染。易传秀年轻的时
候心灵手巧，针线活儿做得很好，缝衣
服、做鞋子、绣花、做农活、做家务啥都
会，什么体力活都能干，啥都难不倒她。
刚结婚的时候，婆婆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但要强的易传秀从来没有和婆婆顶过
嘴，受了委屈就到山上痛痛快快哭一场，
回到家里什么事都没有。最终她用自己
的能力和水平征服了婆婆，赢得了婆婆
的认可。易传秀的公公和婆婆晚年的时
候身体都不好，长期需要人照顾，她和老
伴10多年如一日照管公公、婆婆的起居，

给公公、婆婆的养老送终，给
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易传秀的丈夫
王庆礼是一名退

伍军人，也是村
里德高望重的
老 社 长 。 说
起妻子的能
耐 ，王 庆 礼
也 是 竖 起 了
大拇指说：“用
石 头 支 砌 挡

墙，她是包砌不
倒 ，我 是 包 砌 包

倒。”最后自己只能给
她当下手，搬运石头。

在儿媳妇的眼里，
婆婆是一个爱说爱笑、
开心乐观、善良慈祥的

婆婆。“有一次我生病不舒服，婆婆把饭
菜做好直接端到床前给我。”小儿子媳妇
一脸幸福地说，婆婆把自己当成亲生女
儿一样看待，让她感动不已，因为心怀感
恩，所以对婆婆特别孝顺，每次回家总要
给公公、婆婆带很多好吃的东西，好好陪
伴老人。

易传秀十分重视家风家教，对子女
教育比较严格。她最遗憾的事情是从
来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是一字不识的
她很爱学习，喜欢在手机上看快手视
频，还经常把看到的为人处世、孝亲敬
老、家庭和谐的故事讲给儿孙们听，经
常教育子孙不要打牌赌钱，要向上向
善，要勤劳善良、孝亲敬老，要邻里和
睦，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更加美好的
幸福生活。

勤劳的易传秀累弯了腰了，但是老
两口依然闲不住，每天还是喜欢下地干
活，喜欢养猪养牛，他们已经把劳动当成
了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易传秀得知自己
获得银厂村“好婆婆”称号的同时，嫁在
同村的女儿王自仙也获得“好儿媳”称
号，她开心地笑了。

乐观“好婆婆”易传秀
通讯员 顾旭昌 文/图

李奕辰李奕辰（（右右））指导果农管护猕猴桃指导果农管护猕猴桃。。

和蔼可亲的易传秀和蔼可亲的易传秀。。

韩明杰韩明杰（（左一左一））传授李子种植技术传授李子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