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么病；有多少个残疾

人，是什么程度的残

疾；有多少学生，小

学、初中、高中、大

学分别有多少。这些

都是我要分门别类整

理的。如果不弄清楚，

就没有办法针对性地

开展 扶 贫工作。”李

华华说，为整理林泉

村台账资料，她曾有

半个月没休息过一天，几乎每

天都加班到凌晨 2 点多，然后

开车回到镇里办公室躺在沙发

上休息，早上 6 点多起来又继

续前往村里工作。

林泉村党总支书记王会军

感慨地说 ：“从没见过这么拼命

的，她经常加班到深夜，慢慢

与她共事的人也习惯她的节奏，

主动加班了！”后来，林泉村的

台账资料标准化、规范化经验

在全县作为典型推介，前来学

习者络绎不绝。

“全镇 3000 多个贫困人口，

每一个人的情况李华华都能对

答如流。”栗江镇党委副书记罗

丽娜告诉记者，“三年时间，她

从扶贫‘小白’，变成了扶贫工

作培训会上侃侃而谈的老师。”

2017 年 5 月，34 岁的李华华

从水管站调任衡南县栗江镇扶

贫站站长。栗江镇在衡南县属于

排头的大乡镇，贫困人口基数大，

脱贫攻坚任务重、时间紧，扶贫

形势比较严峻。而在此之前，她

从未接触扶贫工作。

为尽快告别扶贫资料小白状

态，白天不够用，她便向夜晚要

时间，既学相关文件，又上网查

询。“我们是指导单位，如果自

己都没学好，怎么指导别人？”

就在这个时候，栗江镇林泉

村被衡南县列为精准扶贫台账

资料规范化建设示范村的试点

村之一。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李华

华身上。她在村里摸底贫困人口

情况，并分类建档案，“村里有

多少危房改造户；外出务工的有

多少人；有多少病人，分别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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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女性作用愈发突出，不可替代。继湖南省妇联开展的“巾
帼初心耀三湘”——“红色湘女故事汇”和“传承篇·寻访三八红旗手”系列专题报道后，我们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奋斗篇——“脱
贫攻坚她力量”专题报道。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村庄，讲述脱贫攻坚中的巾帼故事，展现她们在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责任和担当、智慧和力量、柔情和美丽，彰显新时代湘女的新作为。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衡南县栗江镇扶贫工作站站长李华华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03新闻·女界 2020年6月18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首席视觉设计师／潘晶慧
E－mail：tangtx@fengone.com

衡南县扶贫女站长：探索“三定”工作法

“她真傻呀，知道我家急需要

钱用，为了让我安心，自己出钱

垫付！”谈起李华华，栗江镇东

方红村贫困户王桂成感激地说。

王桂成平时习惯把名字中的

“成”写为“诚”，从而导致登记

错误，产业扶贫分红款也一直打

不进他的账户。为了打消他的顾

虑，李华华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

拿出 1350 元为他先垫付了这笔

分红款。

在家人眼里，李华华是一个

为了扶贫工作“走火入魔”的人。

2017 年，栗江镇扶贫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那时正是李华华女

儿初三最紧张的阶段，她自己没

时间管，便经常委托亲戚朋友去

学校接送寄宿的女儿。端午节，

她就回家吃了一顿中饭，又匆匆

赶回单位加班。

“以前都是在她家吃饭，现

在别说吃饭了，见个面都要预

约，就是偶尔一起吃个饭也是

工作电话不断。刚开始不习惯，

现在我们都理 解她了！”她的

姐姐李欢欢说，“以前她开车水

平不好，一年时间她就练成了

赛车手！”

记者发现，李华华 2017 年

购买的车，已经跑了10 万多公里。

李华华告诉记者，从今年 3

月到现在，她只在 5 月 1 日回家

休息了一整天。

她辛苦的付出，换来了群众

的满意和认同。

70 多岁的西山村村民肖标新

患重度瘫痪，李华华知道后主

动帮他的两个小孙子办理好教

育扶贫资助；接龙村沙塘组贫

困户王元保是移民户，家里土砖

房倒塌，她把他列入易地扶贫

搬迁对象，当年年底，王元保

就入住新家；她还常帮残疾人

贫困户苏清军推销鸡蛋，苏清

军不仅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为李

华华点赞，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

严防严控期间，委托李华华为一

线医护人员赠送土鸡蛋……

为了做好扶贫工作，李华华

还特意自己花钱升级了“装备”，

购买了新电脑、新打印机、新手

机。她的一台手机用来存各类表

格等扶贫资料，一台手机专门用

来接电话。

栗江镇有 22 个村，其中 20

个村 有工作队队长。

李 华 华坚 持 镇、 村、

组三级联动，创新“三

定”工作法：定位服务，

讲究实效；定期培训，

随机抽考；定时督查，

督导精准。通过“三定”

工作法，该镇的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群众的满意

度有了较大提升。

2017 年，栗 江 镇

获评全县扶贫先进镇，李华华

被评为扶贫先进个人，栗江镇

“三化”经验在全县作为典型推

介。

“李华华是衡南县一名乡镇

扶贫工作站女站长，她不仅在工

作中有男子的拼劲韧劲，还有女

子的耐心细心，是个拼命的‘女

汉子’！”衡南县扶贫办时任主

任刘向群曾如是表示。

从“女司机”到“赛车手”

“除了种田、养鸡，我现在有

份轻松的清洁工作，每个月能

多赚几百元。”78 岁的贫困户郑

启元笑呵呵地说。

郑启元是栗江镇余岭村人，

与儿子相依为命。他的儿子身体

不好，每年医药费约 1 万元，年

过四十依然未婚，而且，家里

的土坯房属于危房。郑启元家

离村部步行约 20 多分 钟，“要

穿过石板路、田间路才能到达”，

如果进行危房改造，则房子的

拆、 建 都需要 一笔不少的钱，

而且建筑材料也不好运 进 去。

因此，李华华建议他们搬去易

地搬迁集中地，只要出 6000 元

就能住上 50 平方米的新房。而

且，李华华还给老人安排了一

个公益性岗位——在这个易地

搬迁小区做清洁员，一个月只要

扫两次，就有几百元的收入。

“弱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

的人如何脱贫，是我们接下来

关注的重点。”李华华告诉记者，

目前针对弱劳动能力贫困户的

主要帮扶措施是增设更多的公

益性岗位。比如，在当地的一

家油茶种植合作社，李华华走

访发现，该合作社设有三个固

定除草岗位，但也会临时性招

聘大量人员去除草。于是，她

建议对方多设置几个公益性固

定除草岗位，专门提供给贫困

户。“现在我们有保洁员、护路员、

护林员等 10 多个不同类型的公

益性岗位，每个村都有贫困户

去上岗。” 

对于无劳 动能力者，衡 南

县已在制定政策，为低保户逐

步提高政策性收入，而李华华

也在对贫困户是否有富裕亲戚

进行摸排。“如果没有富裕亲戚

或者富裕亲戚不愿意帮忙，我

们就去找本地的企业老板、成

功人士‘化缘’，去年就对接了

几十户。” 李 华 华 说， 去 年 有

一名贫困户因为无钱住院而给

她打电话求助，在她的牵线下，

一位爱心人士一次性就捐赠了

5000 元。

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李

华华充满信心。

  A

  B

“这个点还没睡
觉。”6 月 10 日 凌
晨 2 时，37 岁 的 李
华 华 发 了 这 样 一 条
微信朋友圈信息。

李 华 华 是 衡 阳
市 衡 南 县 栗 江 镇 扶
贫 工 作 站 站 长， 作
为 乡 镇 扶 贫 工 作 站
女站长，“忙”是她
身 上 的 诸 多 标 签 之
一。 从 今 年 3 月 开
始到现在，她只有 5
月 1 日 回 家 待 了 一
整天。

从 2017 年 5 月
与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交
集 以 来， 李 华 华 走
遍 了 栗 江 镇 所 有 村
组， 为 贫 困 户 量 体
裁 衣、 因 户 施 策，
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她 整 理 台 账 资 料 的
村 成 为 全 县 典 范，
她 探 索 的“ 三 定 ”
工 作 法 高 效 推 动 扶
贫 工 作； 她 当 下 正
在 为 弱 劳 动 能 力 者

“ 挖 掘 ” 公 益 岗 位。
2017 年，栗江镇获
评全县扶贫先进镇，
她个人也获得了省、
县 扶 贫 攻 坚 先 进 个
人， 以 及 县“ 三 八
红旗手”等荣誉。

越来越多的“公益性岗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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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分享脱贫
攻坚她风采

从扶贫“小白”到扶贫导师

李华华（左二）下村调度扶贫工作。

李华华（右）走访贫困户。

扫码看视频，听扶贫
女站长讲扶贫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