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新闻·女界2020年12月3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美编／熊晓丽
E－mail：tangtx@fengone.com

湖南省妇联出品 今日女报 / 凤网制作

第    期·奋斗篇 26

编
者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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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驻村扶贫工作队女队长邓和平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湘西女队长的扶贫路：会议桌上睡了一年

扫一扫，
分享脱贫
攻坚她风采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陈兴东

“扶贫产业，晟兴公司为乾州街道关侯村规划的食用菌产业，菌棒长势喜人，即将出菇！”打开邓和平的朋友圈，她
又在为村里的扶贫产业作宣传。

邓和平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财政局、档案馆联合派驻乾州街道社塘坡片区关侯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驻村
第一书记。她 2015 年 3 月到关侯村扶贫时，全村人均年收入仅为 2350 元。如今，全村人均年收入已上万元。而关侯村
早在 2017 年就已经脱贫。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个成绩背后，是她无怨无悔的付出：四年扶贫五次住院、在会议桌上睡了一年、在楼梯间关
灯洗澡……

“如果乡村建设需要我，我愿意继续。”12 月 2 日，面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询问，邓和平依然斗志昂扬。

年长的苗族村民喊她“大姐”
从 进村开始，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行驾车半小时

才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吉首市乾州街道社塘坡片区

关侯村的村部，而要到海拔

840 米山上的齐心寨，驾车

还要半个多小时。

“刚到村里时的困难，不

仅仅是村子大，开车要 1 个

多小时才能走完。”11 月 27 日，

刚从齐心寨回到村部的邓和平

告诉记者，“关侯村是苗族村，

我听不懂苗语，老百姓也认为

我们是来走过场的，更觉得我

一个女的干不了什么事。”

但邓和平没有放弃，听不

懂苗语，她请村干部当翻译；

老百姓不认可，她坚持走访了解

情况，从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

题做起。

在走访了解中，邓和平发现

村里有两个难题：龙牙组至半

冲组的 2.4 公里组道硬化、九龙

溪边的中寨组要建一座便民桥。

半冲组有几十户种姜人，但

货车司机们害怕进组道路数尺

深的大坑，都不敢 进 去收购。

半冲人的好姜，只能贱卖。半

冲组石新冬的父亲石福保靠酿

酒为生，眼见着每回千斤包谷

进山、百斤好酒出厂都要请人

挑，曾一度放弃了手艺。

 而关 侯 村 5、6、8 组 100

余户沿溪水而居，溪道最宽处

有 30 余米，村民总是赤足涉水

过河耕种。“有一年汛期，有人

着急过 河犁田被淹死了！”67

岁的吴家贵回忆。

了解情况后的邓和平，很快

向相关部门递交了修路和修桥

报告。

由于当时通组公路建设

并无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实

施起来相当不容易。邓和平

信誓旦旦地说 ：“就算我离开

了，我也要想办法把这条路

修好！”

经 过 努 力 沟 通 和 争 取，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18

年， 一 座 投 资 20 余 万 元，

宽 4 米、长 16 米的钢筋混凝土

构架的新桥竣工；2019年春天， 

2.4 公里长的组道也完工并投入

使用。患有听力障碍的石新冬

如今正把父亲传下的酿酒技艺

发扬光大，吴家贵常常到新建

的便民桥上散步，他说：“我

没见过邓和平这么好的扶贫干

部！”

而邓和平自己最真切的感受

是 ：“现在很多年长的村民看到

我都会热情地喊声‘大姐，你

来了’。”

“大姐”，看似普通的两字，

在关侯村苗民的口中，那是一

种尊称。

“今天吉首市移民局联合

齐心寨开发 200 亩的西梅项

目，已整地完成。”12 月 2 日，

邓和平开心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关 侯 村 下 辖 10 个 自 然

寨，15 个村民小组，共 585

户、2348 人，是乾州街道中

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交通

最 偏 远 的 村 落。 在 2015 年

以前，全村人均年收入仅为

2350 元。

为了提高村民收入，邓和平

和工作队在村支两委的支持下，

一方面鼓励村民外出务工，一

方面发展产业扶贫。

“这里的村民久居深山，有

些害怕外出。”邓和平告诉记者，

她和工作队一边上门做思想工

作，一边对接吉首市人社部门

和吉首市经开区企业，安排车

接送村民去面试。易地扶贫搬

迁户石志强原来的居住地不通

公路，母亲也患病。在邓和平

的帮扶下，他如今在经开区上

班，每月收入 2000 多元，他

母亲也被安排到精神病医院

进行救治。

“还有不少村民积极去省

外工作，不少人月收入七八千

元。”邓和平说。

而在外务工的贫困户吴

合心，去年回村创业，在扶

贫贷款的帮扶下养了 100 多

头猪。还有贫困户和村民通过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养起了

稻花鱼，种起了蘑菇……

2016 年，关侯村成为全州

精准扶贫现场示范点，并且率

先完成“户脱贫、村退出”任务。

2018 年，关侯村的人均年收入

增长到了 8795 元；如今，关侯

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1 万元。

关侯村早早脱贫了，邓和平

洒下的汗水和泪水却很少有人

知道。

邓和平自 2008 年开始驻村

扶贫，辗转于原排绸乡王腊村

和己略乡原古者村、简台村，至

今已有 11 个年头、4000 多个日

夜。

尤其是在关侯村，扶贫更

显艰难。

“刚到关侯村时，只能住在

老村部。但老村部 条件有限，

我和一个队员晚上就睡在会议

桌上，另外的队员就把椅子拼

起来当床。我们这样睡了一年

多。”邓和平回忆，“当时也没有

地方洗澡，我就在夜深时，提

两桶水，走到楼梯间，把灯拉灭，

用水冲一下。男队员就在两边帮

我放哨。”

后来，新的村部建起来后，

邓和平才有了一间房和床。而更

让邓和平老公揪心的是，邓和平

在关侯村扶贫期间，几次住院。

“2016 年 1 次，2017 年 1 次，

2018 年 1 次，2019 年 2 次。”

邓和平掰着指头向记者回忆近

年来的住院次数。

2016 年夏 天，邓和 平出现

心悸、体热、失眠、晕眩等症

状， 但因忙着驻村帮扶 工作，

一直不去就医，最终因脑供血

不足几次差点晕厥才入院救治；

2017 年夏天，她和工作队员来

到齐心寨向贫困户分发 鸡崽，

一蹲就是几小时，在站立的刹

那，腰椎撕裂般疼痛，无法直

立，当即被送入医院；2018 年

5 月，因连续驻村工作十分疲倦，

负责开车的扶贫队员将车撞向

路边，坐在后座的邓和平受到

强烈的冲击，腰椎受伤，当即

不能动弹。

让邓和平自己印象 最深的

是，有一次帮村民调解到凌晨

2 点，第二天，她口不能言，只

能用纸笔交流。实在撑不住了，

才去住院。

每次她住院，扶贫队员和

村干部会来看望她，并请教具

体扶贫工作，因为所有的扶贫

账本都是她做的。获悉消息的

村民也会来看她。邓和平的帮

扶对象麻正家还托人送来了红

包。邓和平当然没收。

一心扶贫的邓和平心里也

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也曾忍

不住泪流满面。

2015 年 6 月，邓和平 82 岁

的老父亲因病入院，而她正在

村里忙于走访调查。父亲弥留

的 6 天里，邓和平未能陪伴。

2017 年 12 月，在省脱贫攻

坚考核验收期间，邓和平 88 岁

高龄的公公因心脏病休克入院，

她也未能守护。

10 年前，邓和平驻村扶贫

时，女儿还是高一学生；如今，

她已经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光

荣的人民教师，邓和平说 ：“在

女儿最艰苦的日子里，我没能

陪伴她……”

但幸好家人理解她，支持她。

而这些荣誉见证了邓和平

的 努力 和 不凡：2014~2015 年

获吉首市委市政府嘉奖，2016

年获吉首市委市政 府三等功，

2017 被评为州“精准扶贫帮扶

成效突出干部”，2018 年被州

委州政府评为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2018 年获吉首市委市政府

嘉奖，2019 年被市委、市政府

评为“狮子型”干部。

“如果乡村建设需要我，我

选择继续！”面对未来，邓和

平响亮地回答。

人均收入从 2350 元增长到万元以上

楼梯间摸黑冲澡，4 年 5次住院

稻花鱼成为村民增收的一大助力。供图：受访者

邓和平（右）走访贫困户。

扫码看视频，
听 女 队 长 扶
贫心声

邓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