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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驻村干部梁劲: “造智”精准扶贫 

当了 6年扶贫村驻村干部的华南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梁劲，是学校里的“老扶贫”。在

粤东海边日晒雨淋了三年，他的肤色显得有些黝黑。 

目前，梁劲在揭阳市惠来县孔美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继续肩负学校“造智扶贫”的使

命。 

10 月 17 日是第 5 个中国扶贫日。自 2005 年起，华南理工大学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

统一部署承担对口帮扶任务；2013 年，学校又参与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定点扶贫。高校扶贫

和一般企事业单位扶贫有何区别与优势？华工党委书记章熙春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

“学校优势学科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原动力。”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武威 通讯员卢庆雷  

驻村干部梁劲： 

在乡野读懂中国 

1982 年出生的梁劲背着一个双肩包，常年工作在粤东海边的孔美村，日晒雨淋让他的

肤色有些黝黑。10 月 7 日，村里一个失学的孩子凯凯，给梁劲发来了微信。凯凯说：“老

师，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可以不，我是那个受贫困资助的学生，您还记得我吗？八年级我就

经常请长假，期末也没去考试，下学期我也没报名，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复读吗？我没去

读书是有原因的，我家庭的事情太多了，才这样。” 

收到短信，梁劲立刻建议他和原来的中学沟通，第二天又追问凯凯事情的着落，得知凯

凯成功获得复读的资格，梁劲非常高兴地对凯凯说：“太好了，要努力，争取明年继续读高

中，或者选择职业技校，一定要学好一门技术和本领。”凯凯回答说：“我会的，有老师的

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梁劲收到凯凯的微信后，心里暖暖的，“我们对村里的帮扶，除了资金、技术之外，更

重要和深远的，应该是教育和思想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靠中小学生帮忙走访 768户 

早在 2013 年初，梁劲就主动报名参加了学校对口帮扶河源群联村的任务，成为一名驻

村干部。当梁劲 2016 年初结束群联村驻村任务后，学校党委再次委以重任，担起揭阳市惠

来县隆江镇孔美村驻村工作任务。 

梁劲祖籍是客家人，之前在河源群联村工作时，大家都用客家话交谈，因此相处得格外

亲近。从客家山村来到沿海地区，从客家语系变成陌生的潮汕语系，梁劲一下子有些懵：“做

驻村干部，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关，如果没法交流，群众工作就没法做。” 

2016年 4月，梁劲来到孔美村，和两位同事一起，在村里租了一个小楼，正式成为“孔

美村民”。 

工作启动后，梁劲开始对所有居民的入户走访。正如梁劲所担心的那样，因为语言不通，

他很快受到了冷遇。梁劲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他想到了一个点子，让当地的中小学生做

他的向导，每次入户访谈，让中小学生充当他的“翻译”，慢慢地了解每户村民的情况。他

还给自己定下一个要求，无论工作多忙，每天都要在村里遛弯，增加自己在群众眼中的曝光



率。 

就这样，整整花了 5个月，梁劲才完成了全村 768户村民的走访和建档立卡工作。当时

他发现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村里地少人多，台风灾害频繁，农业发展资源极其有限。村民

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我也发现，村民一说到自己的祖先和村庄历史，依然满面荣光。 

问题导向，投“资”更投“智” 

针对孔美村的实际，梁劲结合学校的优势，向学校党委提出精准帮扶孔美村的华南理工

大学方案。 

首先，梁劲请来学校建筑学院师生团队，科学制定孔美村村庄规划，完成村口大坝道路

建设，加强村内路灯照明的建设，推进村庄道路硬化工程等，多举措统筹改善公共设施。同

时，强化生活垃圾整治，维护村容整洁。 

其次，针对村庄重商轻农的情况，梁劲开始扶持村里的特色农业，开展产业帮扶。“我

们引进了 ‘软华优 1179’三个新品种的水稻，启动试验田的项目。最终种出了优质水稻，

而要卖出这些米，我们又请了设计学院团队，来为大米做品牌设计。去年冬天，孔美村第一

批‘孔子美农家香米’上市，经过专业的包装，突出了村庄历史人文，如今这 5KG一袋的大

米价格可以卖到 68元，每亩地比以前增收 700～900元。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款优质绿色的

农产品，同时也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梁劲还积极提升村民的文化自信。孔美村有大量历史建筑和文物资源。其中，宗祠是潮

汕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村民之间重要的情感纽带。于是，梁劲请来华工建筑学院多位在国

内古建筑修护及乡村规划领域的教授，先后到村里实地调研，为孔美村制作中国传统村落电

子化档案，组织孔美村申报成为中国传统村落等，积极弘扬孔美村悠久人文传统。 

扶贫根本在于教育 

“党建为引领，短期上基建，中期靠产业，长远看教育。”这是梁劲心中治贫的基础“药

方”。要彻底扭转贫困局面，必须改变落后的教育文化观念。 

“在孔美村两年多了，接触不少孩子，有许多不愿读书，不想读书，初中毕业然后去打

工看世界是许多贫困家庭孩子给自己划定的人生路线。”但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梁劲不服

输，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时常亲自充当教师，到学校给同学讲课。寒暑假时，他也鼓励很多

华工懂潮汕话的学生，来孔美村支教。他还动用各方资源，在村里的学校设立奖助学金。 

在梁劲的牵线下，华南理工大学 40 多位教师自发对村内 41名贫困学生进行结对资助，

这些老师中不乏行业教育和科研领域的顶尖学者和著名专家。“今后，我们将动员校内外多

种资源，对这些孩子进行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力保他们顺利完成学业，通过教育改变个人和

村庄的命运。”梁劲说。 

扶贫 6年，扎根乡村的梁劲感慨良多：“扶贫后不久，我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了‘在乡

野读懂中国’，在乡村一线，我能够看到很多在高校、在城市和机关里面看不到的人和事，

当亲眼看见许多群众的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困难，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多帮助他们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