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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三年前，他们离开广州城里的空调房、办公桌，来到梅州市大埔县的田间陌头，走家串

户，成为扶贫开发“双到”驻村干部。三年后，在他们离开大埔县时，16条贫困村、1520户

贫困户脱贫率达 100%，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平均超 10万元。当他们重新坐在空调会议室与

广州日报记者见面时，黝黑皮肤上还留着日晒雨淋的印记。他们就是白云区派驻梅州市大埔

县的扶贫驻村干部：队长刘军民、驻双门前村的邓育群、驻稼社村的陈卫华。 

  文、图／方晴（受访者提供除外） 

  退役军人扶贫 翻山越岭成为“全能人才” 

  三元里街道办事处的邓育群在退役前是空军军人，刚到新单位工作短短 3 个月就接受

扶贫开发“双到”任务，于是背上行囊只身前往大埔县西河镇双门前村挂职。双门前村位于

海拔 1055 米的飞天马山麓，盘山公路云雾缭绕、坡度陡峭，工作没到一个月，配备的电动

工作用车已经不能使用，邓育群只能把它换成了更适合山路行驶的摩托车。“没想到，扶贫

工作比军队搞演习还难。” 

  邓育群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方言，双门前村 70岁以上的老人听不懂普通话只会客家话，

如何和说普通话的他沟通？刚开始，他只能依靠村干部的“翻译”与村民交流。2 个月后，

他已经能大致听懂村民说话，靠着手势和身体语言，他开始独自走家串户、摸查村情，把一

部分不符合贫困户资质的名额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第二个挑战是信任。村民们乃至村干部对来来往往的扶贫干部不以为然，觉得他会像那

些到基层稍作锻炼的人那样不能务实。邓育群驻村 5个月后，已经敢对村干部说“你们走过

的地方我全走过，我走过的地方你们不一定走过，我对贫困户的熟知程度比你们任何一个人

都多。”276 户、1337 人口、400个留守人员，他对这些数字了如指掌。人还没进门，他已

经能喊出村民的名字。 

  邓育群经历了二十多年军旅生涯之后当了驻村干部，学会了规划和督查，“我成了全能

人才。”他指的不仅是摸查扶贫户情况、发放扶贫资金和猪苗这类常务，为了节约人手，他

还独自承担了扶贫“双到”后台资料整理、统计上报工作，这意味着他一个人要完成 3个人

的工作量。村里要实现道路一体化，他得学会什么沥青铺什么路、要铺多厚，化身“工程质

量监督者”；为了让全村喝上干净的山泉水，他与村民翻山越岭勘察水源，成了“地质勘探

师”。 

  “那天一不小心就滚下坡，幸好不深，不然连命都丢了。”村民走过的山路，没爬过的

山坡，邓育群都走过、爬过。为了招商引资，他把企业家们直接载到村里，让他们感同身受。

山中天气多变，前一刻才阳光灿烂，后一刻刚出村民家门就被大雨淋成“落汤鸡”，“没什么，

又洗了一个天然浴！” 

  硬汉也有柔情 

  心中两头牵挂 

  与豪迈的军人气魄相对，邓育群对村民采取柔性的工作方式，他说“思想脱贫了，才是

真正的脱贫”。经过一星期的勘察工作，他和村干部找到半山腰上的优质水源。架设自来水



管时，一些村民担忧水从门前过，“坏了自家风水”横加阻拦。邓育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风水保了这么多年还不是一样穷，还不如接受帮扶，让自己生活得更好。风水不仅仅是环

境的，也是内心感受。”一句话，让村民们心服口服。 

  “再苦再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接到女儿的电话。”硬汉也有柔情一刻，三年前邓育群前

往大埔县时，正值女儿中考时刻，而且妻子还得应对医院里的繁重工作，让他心生愧疚。一

天晚上 11 点多，他接到女儿从家里打来的电话，深夜独自在家感到害怕的女儿希望从爸爸

那里寻求安慰。“住在部队大院，到处有叔叔巡逻，怕什么呀”无法回家陪伴家人的他只能

如此宽慰孩子。 

  现在，他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但心里依然牵挂着乡亲。“村里的蜜柚熟了，每家每户都

有 30棵呢。虽然已经替他们联系上了蜜柚酱加工厂，但还是帮着找找销路。” 

  女儿初生 7天离 双亲病危数日返 

  陈卫华坦言，当被领导派驻稼社村时他有过犹豫，但后来释然了，“扶贫就像残联工作，

同是做善事、做好事。”陈卫华在村里多了几百个“家人”，却在这三年中，失去了一位至亲，

获得了一个新生命。 

  陈卫华 2010年 7 月进驻稼社村，同年 10月，他母亲在湖南怀化中风住院，由于是第二

次中风病情危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匆匆赶到医院后，只见母亲全身都插满了管子，

哥哥姐姐早已守在床前。幸好，母亲在陈卫华赶到的 6天后病情平稳起来，4天后，他回到

稼社村继续工作。“我妈妈之前是老师，做了一辈子的善事，可能受到上天眷顾。”在陈卫

华身上，仿佛能看到他妈妈的影子。 

  2012年 2月，陈卫华的妻子怀孕，由于是 40岁的高龄产妇，多次住院治疗。在这期间，

陈卫华每次往返、汇报工作得花两天时间，每个月陪在妻子身边的时间只有 3 天。去年 11

月下旬，他收到妻子生下女儿的喜讯，回广州照看妻女。在女儿出生只有 7天时，为不影响

扶贫工作，他回到了稼社村。 

  女儿出生的一个月后，陈卫华在村里接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书。此前的 4个月里，陈父

已经因脑萎缩住院两个月，因为扶贫工作忙碌以及责任感使然，他无法回家照顾病危的父亲。

12月 25日，陈卫华赶到湖南怀化老家，父亲已经在家里的病床上躺了 3天，每天喝一点点

米粥。“他在等我。”陈卫华立刻跪在父亲床前，颤抖地拿出了还没满月的女儿的照片。陈

父眼睛眨了眨，两天后，撒手人寰。“按照当地的习俗，老人去世后要在家里放 5天才能送

上山，我等到第三天，因为村里的扶贫任务迫在眉睫，离开了重新返回稼社村。” 

  陈卫华的家人对他的工作表示理解，“特别是妻子，她知道贫困项目要推进时，对我说

‘家里我撑得住，你放心去工作吧！’”三年的扶贫工作，陈卫华帮稼社村全体村民近 1500

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60岁以上贫困人员共 24人全部购买了农村养老保险，稼社村贫困户

全部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得到提升。 

  扶贫三年来，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陈卫华说，工作上成为多面手，锻炼了独立性。“在

村里工作时，作为基层党员的我们怎么做，老百姓就怎么看共产党。”家庭方面，从前天天

和家人待在一块不懂珍惜，现在他更明白亲情的可贵。前几天，热情的乡亲给他送来村里刚

宰的土猪肉，陈卫华感叹道“等孩子大一点，我一定会带她回去看看，看看修的路、种的树，

看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三年。” 

  残联干部进乡村 送医送“鱼”更送“渔” 

  女儿出生才 7天，他必须回到大埔；母亲父亲轮流病危，他只来得及看到父亲的最后一

面，没等入土为安便回来工作……2010 年 7 月，京溪街残联工作人员陈卫华被派驻到大埔

县高陂镇稼社村。这三年来，他经历了大喜大悲，但当他完成扶贫工作准备离开时，80多岁

的贫困户张婆婆拿着一篮鸡蛋赶来送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时，陈卫华明白，“扶

贫是大事，关系千万家。我的家是小家，个人的不幸与千百户贫户家庭相比，已经很幸福了。” 



  “50多岁的李守生失去左前臂多年，虽然贫困，但从没停止劳作，他用一只手锄草，用

一只手养大了一儿一女。”在残联工作多年的陈卫华特别关注稼社村残疾人的生存状况，他

们的乐观积极让他感动惊讶。三年时间中，陈卫华首先通过产业帮扶支持村民养猪鸡鸭、种

果树等，买来摩托车让村民“搭客”赚钱。就像贫困户李守生，他收到了一百只鸡苗、两百

棵树苗。陈卫华期待地说，“再过一年，树就可以挂苗了。他的儿子在当兵，女儿也在我们

联系下找到了一份广州番禺的文员工作，家境慢慢好转起来。” 

  但还有一部分的贫困户失去了劳动能力，对此，他采用“低保+社保+医保”的救济方式

帮扶。“当地有 6 户贫困中有智力残障人士，其中一位男病人已经十几岁了，此前从未就

医。”陈卫华利用残联工作的资源，动员了三九脑科医院的专家去到山区里的稼社村义诊。

由于没有仪器，只能做初步检查。在单位和民政部门的帮助和村民的捐助下，病人被接到广

州治疗了一个月。“状态改善很多，从以前恐惧陌生人，到后来已经能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