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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
啃“硬骨头”的冲刺时刻，陈爱志主动报名到岚
皋县南宫山镇西河村驻村。 两年来，他沉下身
子、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赢取民
心，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道，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带领西河
村历史性地脱贫摘帽。

陈爱志2019 年 6 月被市直机关工委表彰
为“全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020 年 6 月
获得市委、市政府“全市脱贫攻坚贡献奖”，2021
年 5 月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

舍小家为大家 坚守初心担使命

在陈爱志作出驻村选择时，女儿即将升入小
学，妻子怀孕即将分娩，父母都在农村老家帮不
上忙，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在他向爱人表明驻村
想法时，爱人毅然支持他，并在他驻村期间，任劳
任怨、克服困难，以一己之力承担着家庭的全部
重任。 在大女儿升入小学后，爱人每天只能抱着
小的拉着大的上学放学，不得已只能将大女儿放
在托管班。 看着身边的同学每天都有父母陪伴接
送，大女儿很羡慕，总是问爸爸什么时候能够回
来上班，他的爱人就耐心地解释爸爸目前从事工
作的重要性，并尽量抽出更多的时间陪着大女儿
学习、成长。 脱贫攻坚冲刺时期，经常周末不能休
息，他就通过手机视频保持与家人的联系。 暑假
期间，他带着大女儿到村上体验生活，实地了解
爸爸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了解同龄人的学习生活
……在看到他经常很晚还在工作，看到村里的老
百姓热情地招呼她，她终于理解了爸爸工作的重
要性，从羡慕别人到为爸爸而自豪。 艰苦的脱贫
攻坚工作， 让他们更加珍惜难得的家人团聚时
光，相互理解、支持、信任、敬重，也让家庭更加和
谐。

抓党建促脱贫 强基固本筑堡垒

陈爱志坚持“围绕脱贫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脱贫”的工作理念，从抓支部党员思想政治
建设入手，严格“三会一课”制度，健全工作制
度，明确责任分工，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形成“支部+X+贫困户”扶贫模式。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 组织支部党员开展交流研
讨，撰写心得体会，激发支部活力，凝聚党员力
量。 把党员培养成为产业致富带头人，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 全村 4 名产业发展带头人，
其中 3 名为中共党员。 在产业发展、疫情防控、
新民风建设等方面，西河村党员始终干在实处
当先锋，走在前列做表率，西河村党支部先后
受到市委、岚皋县委等表彰。

兴产业淳民风 多措并举促发展

脱贫攻坚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难啃的硬骨
头，陈爱志始终保持昂扬的工作热情，团结带领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
使，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一是抓产业保稳定促
增收。在群众对养殖产业有顾虑时，通过完善产
业奖补政策、鼓励帮扶干部资助、多渠道收购猪
仔等方式，发挥合作社带动作用，调动养殖户积
极性，使西河村养猪、养鸡产业保持稳定。 在巩
固“三养”特色产业基础上，抓好 3400 余亩厚朴
林管护工作， 协助在一二组建成标准化猕猴桃
产业园 240 余亩，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注重
发挥能人大户带动作用， 因地制宜发展洋荷姜
种植 300 余亩，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二是认真做
好易地搬迁后扶工作。定期走访搬迁群众，详细
了解搬迁群众就业和生活情况， 掌握每户务工
需求和实际外出情况， 及时解决搬迁群众的困
难和问题，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对个别就
业有困难的家庭，通过联系社区工厂、提供公益
性岗位等，实现就近就地务工。三是认真做好新
民风建设和扶志扶智工作。 围绕“诚孝俭勤和”
新民风建设，组织开展新民风、扫黑除恶、脱贫
攻坚宣讲和“发扬军人传统、助力脱贫攻坚”“扶
贫扶志文化先行” 公共演出、 拒绝升学宴等活
动，表彰先进、鞭策后进，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法律知识进村， 引导
群众遵法守法遇事找法， 形成了淳朴良好的乡
风民风。

办实事解难题 精准关爱暖民心

陈爱志深知教育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最
有效途径之一，必须让群众改变落后观念、自觉
让子女接受更好更高的教育。 他先后为村上考
上大学的 7 名学生落实助学金， 联系爱心企业
和爱人人士，资助了 15 名品学兼优的困难中学
生，为贫困小学生送去书包、水壶、毛绒玩具等
物品，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奋发学习，全村形成
崇尚教育重视教育的良好氛围。 他心系困难群
众，特别关心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生活，实打
实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建档立卡户孔某因长
期照顾意外伤残的妻子，儿子就读高三，长期生
活压力大导致意志消沉，他反复上门做工作，帮
助解决生活困难，孔某思想转变很大，实现稳定
脱贫。 建档立卡户李某，2020 年 9 月意外身亡，
他第一时间到户慰问，送去慰问金，并协助落实
其爱人和子女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建档立卡
户王某，因长期患哮喘病，子女长期在外，生活
较为困难。 他经过深入走访了解， 找出问题根
源，在为该户解决困难的同时，同村干部商议，
建立对农村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关怀关爱的长
效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市委文明办供稿）

家住安康城区御公馆的王焕娣，每周都要到小区
里的安火路社区爱心驿站做些缝纫活儿。

坚持了三年， 如今已是 71 岁的王焕娣从未要求
过任何报酬。 “这是上一任社区书记，我的师傅。 退休
以后也时常关心社区的发展。 ”安火路社区党支部书
记夏成红介绍说。

3 年前， 和王焕娣一起到这儿的还有原丝绸二厂
退休职工刘次巧、退休法官李益安以及街道退休干部
王育英等， 其中最为年长的王育英今年已经八十多
岁，几人都是社区离退休党支部的党员。 缝缝补补、磨
刀磨剪子、理发、调解矛盾……大家“各显神通”，爱心
驿站日渐热闹起来。

说起为什么来这儿，大家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已故的刘厚成。

刘厚成是一名退役军人、老党员，回安康养老前

曾在上海做过 6 年的志愿者。 “2019 年年初，他就在小
区露天的地方给附近邻居免费修电器、 缝缝补补、给
老人理发。后来社区给他协调了一间小木屋,他就自费
置办了缝纫机、老虎钳、修理箱一堆工具。 ”在社区书
记夏成红的回忆中， 刘厚成总是婉拒居民送来的早
餐，反而自费批发了各式各样的拉链，方便居民修补
衣服。 有时候接的活太多，他中午索性就在小木屋草
草吃一碗泡面了事。

此后，刘厚成为小木屋添置了绿植，自费请广告
公司在正对门的墙上做了字牌———为人民服务。 日复
一日，去小木屋找刘厚成拉家常、谈谈心的老党员也
多了起来。

半年后，“老刘工作室”在社区内已小有名气。 此
时， 御公馆小区的新住户冯福建认出了这位老熟人。
“1991 年，我还在老家富家河种田，刘厚成复员后被分

到当时的八一水库管理处养鱼，他管理的鱼塘和我家
稻田一渠之隔。 ”冯福建说，刘厚成经常帮周边的老年
人放水溉田，也帮过自己。 刘厚成从管理处调走后，两
人便失去了联系。 直到搬进御公馆，冯福建才又偶然
间发现刘厚成和他的工作室。

“刘厚成是个真诚、无私的人。 以前他就说，自己
没什么大才，但能帮助到别人就很快乐。 在小木屋遇
见他的时候，他还是这么说。 ”说起这位故人，冯福建
的语气间难掩赞赏。

“但是后来好久不见小木屋开门，经过一番打听，
才知道他外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冯福建转而惋惜
道。

而作为支部书记，夏成红在惋惜之外还有更深远
的考虑。 “刘厚成走了以后我们都很痛心，他就像一把
火炬，我们不能让这把火灭了。 ”在社区党员大会上，
夏成红提出了组建“爱心驿站服务小队”的想法。 王焕
娣等六位退休支部的党员带头举手，成了“爱心驿站”
的首发队员。

“我退休前是老师， 加入志愿服务队后我就给大
家修修自行车 ， 邻里间有了矛盾我也去说和说和
……”此后，冯福建等十几位党员加入了这场接力赛。

“搬到社区服务中心以后，地方变宽敞了，干活儿更
利索了。 还有了空调，冬暖夏凉……”王焕娣补充道。

随着“老刘工作室”逐渐完成向安火路社区“爱心
驿站”的转变 ,服务内容也由最初的磨刀、理发拓展至
法律援助、扶危济困。

“安火路社区共 5969 户 16147 人。 我们只有 9 个
社区干部，2 个协理员，要做到精细化管理服务难度太
大。 但有了我们的爱心驿站，就有了抓手。 ”据夏成红
介绍，爱心驿站成立以来，先后有 20 余名党员加入志
愿服务行动中，累计服务群众 2800 余人次。 社区还推
行党员带头的“红色物业”，打造了“邻里之家”党群活
动中心，设置图书室、舞蹈室、书法室、“家庭教育服务
中心”等。

“左邻右舍笑颜开，忙里偷闲此处来，安之若素得
自在，富家强国上新台……题词每一句的第二个字连
起来，就是邻里之家。 ”每当有交流调研等活动，夏成
红总会介绍那副热心群众送来的书画作品。 在夏成红
看来，如今的安火路社区，算是真正打破了小区楼栋、
单元、邻里之间的无形“壁垒”。 而刘厚成、王焕娣、刘
次巧这些退休老党员，正是那燎原的星火。

“刘厚成去世后, 他女儿从外地回来整理遗物,去
看了当时的小木屋。 我告诉他女儿,房子里的东西全是
他父亲自费置办的, 都可以拿走。 但他女儿什么也不
要,只希望这间屋子的门不要关上。 ”现如今，每当楼下
爱心驿站传来谈笑声，夏成红觉得自己也算以另一种
方式，实现了当初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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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俊）在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的山
沟中， 生长着一棵枝干粗壮、 枝繁叶茂的高龄 “拐枣
王”，与数十棵高大的拐枣树形成古树群，引得游客纷
至沓来。

这棵拐枣相传为先秦时期游方术士所种， 是目前
全球所发现的野生较古老果树树种。 树体高 42 米，主
干直径为 3.5 米，整棵树盘根错节，亭亭如立，因为树龄
久远，被乡民们奉为“神树”。

拐枣，别名万寿果、万子梨、俅江枳椇、鸡爪连、金
钩梨、拐枣儿、臭杞子、鸡爪子、龙爪、弯捞捞、蜜爪爪、
枳椇子等，客家话叫桔杻，鼠李科、枳椇属落叶乔木。 拐
枣营养丰富， 每百克拐枣肉质梗含粗脂肪 74 毫克、粗
蛋白 3.07 毫克、总酸 345.8 毫克、维生素 C16.29 毫克，
还可以治风湿，种子为清凉利尿药，能解酒毒，适用于
热病消渴、酒醉、烦渴、呕吐、发热等症。

旬阳市是中国“拐枣之乡”，目前，旬阳拐枣种植总
面积 40 万亩 、 年产鲜果 11 万吨 ， 占全国总产量的
80%，产值 2.5 亿元。 近年来，旬阳市委、市政府将拐枣
产业作为地方特色产业、 农业首位产业和乡村振兴的
战略产业进行重点培育， 着力建设在全国乃至国际有
影响力的富硒拐枣产业集群，拟在“十四五”末，把旬阳
建成全国最大的拐枣生产、加工、交易中心。

旬阳有棵“拐枣王”

“拐枣王”挂满果实。

刘厚成生前为邻居义务缝补的小木屋干净整洁。

爱爱心心驿驿站站老老党党员员暖暖流流涌涌动动。。

免免费费为为邻邻居居磨磨刀刀。。

别别看看修修修修补补补补是是小小活活，，居居家家生生活活谁谁都都离离不不开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