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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能打的人”放在扶贫一线
贵州动态调整“两委一队三个人”，优强一线脱贫攻坚力量

25 年，一家三口为 18 位烈士守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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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4 月 8 日电(记者潘德鑫)高
仲村是贵州省一类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25%。蟠龙镇党委副书记朱绍郡告诉记者，高
仲村路不好又贫困，外面的姑娘都不太愿意
嫁过来。

近年来，由于村支两委思路不够开阔，村
里一直没有像样的扶贫产业，脱贫进度相比
镇里其他贫困村滞后不少。

2017 年底，蟠龙镇党委决定将高仲村原
村支书和镇里综合能力较强的木城村村支书
进行互换，效果立竿见影。高仲村今年不仅新
增了 400 余亩烤烟、1600 亩刺梨，原来“半死

不活”的合作社也被激活了，通村、通组路今
年也将全部修通。

朱绍郡说：“高仲村精气神明显不一样
了，村支两委有了主心骨，干部做事的底气足
了，村民也有奔头了。”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2017 年，
贵州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对全省 2760

个深度贫困村的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村
支书、村主任及第一书记“两委一队三个人”

的作用发挥情况进行了遍访摸排 、分析研
判。

调研摸排发现，部分深度贫困村村支两

委成员文化素质偏低、年龄偏大，思想较为
保守，带富能力不强。少数干部思路不够开
阔，办法措施不多，改革创新意识不强，整体
素质跟不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需要。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
段，慢不得也等不起，必须把‘最能打的人’放
在一线，不能打、打不好的要立即调整。”贵州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邑飞说。

2017 年下半年，在前期调研摸排基础
上，按照“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
力强”的标准，贵州省对深度贫困地区不胜
任现职的 120 名村支书、49 名村主任，354

名作用发挥不好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
行了调整。

“年龄降低、学历提升、结构优化、能
力配强的调整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六盘
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蒋体佩说，六
盘水 139 个深度贫困村调整选配党支部
书记 22 名、第一书记 67 名，党支部书记
平均年龄由调整前的 43 岁降到 42 岁，
高中及以上学历由 94 名增加到 104 名；
第一书记平均年龄由调整前 40 岁降到
37 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由 97 名增加到
137 名。

新华社沈阳 4 月 7 日电(记者张倵瑃、
徐祥达)“现在我爸身子骨不好了，走路都要
靠架子支撑着，但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山上的
烈士陵园，隔三岔五的，还让我妈用板车推
他上去看看。”说这话的时候，地处辽东山区
新宾满族自治县响水河子乡响汉村村民徐
万龙凝视着远处的南腰岭，那里有他们全家
默默守护了 25 年的烈士陵园。

坚定的信仰，他们一家坚持

了 25 年

4 月 3 日，新宾县响水河子乡响汉村刚
刚下过一场小雪，山顶初绿的树梢上，又盖上
了一层薄薄的白。68 岁的村民徐根绪，在老
伴儿李贵荣的搀扶下，站在屋前等着守陵儿
子回家。“他身体不好，”李贵荣指着徐根绪
说，“走路不稳了，但天天还得望一望，看一看
烈士陵园那边，他心里放不下。”

1993 年，时任新宾县民政局局长来到响
汉村，了解村里的烈士墓地情况，当他来到南
腰岭时，被眼前荒芜的景象惊呆了，烈士坟茔
和墓碑都被一人高的蒿草遮住了。“老局长很
生气，这些烈士为党的革命事业而牺牲，身后
却只得荒草萋萋、无人问津，他心里特别不是
滋味。”徐根绪说。

“当时老局长就找来了村里守陵的人。守
陵的说，给的钱太少，还耽误自己家的农活，
没法干。”徐根绪说，“老局长当即拍板换人，
可是换了一个人后，烈士陵园还是老样子，他
也不好好干”。当时村里就找到了干事踏实的
徐根绪，问他愿不愿意接这个活。

徐根绪和老伴当即就同意了。“有人劝
我别接这个事儿，天天跟坟打交道，多瘆得
慌。给的钱还少，耽误自家农活。”徐根绪
说，“我当时就急眼了，那躺着的都是烈士
啊！咱们今天的日子不是他们扛着枪打出
来的吗？他们扛枪打仗的时候，肚子都吃不
饱呢”。

老局长走后，徐根绪和老伴就忙着扫墓
地，割除杂草，清扫枯叶杂物。“老局长第二次
来了以后，发现烈士陵园大变样了，干净整
齐，他很高兴，鼓励我们两口子好好干。”

这一干，就是 25 年。

赤诚的双手，将烈士陵园变

了个模样

高大的纪念碑，彩砖铺就的院子，挺拔的
青松伴着 18 位烈士的坟冢。很难想象，25 年
前一片荒草里的坟堆被徐根绪一家慢慢守护
成今天的模样。

“平均三天就要跟老伴来一次，来回 10
多里路，我们就走着去，风雨无阻。”徐根绪
说，“一趟得 1个多小时，有时候冬天走过去，
脚都被冻木了。下雪、落叶的时候每天都要来
清扫，不能让烈士躺在雪窝里、草堆里，是
不？”

“1994 年，当时很多的烈士坟茔都塌了，
民政局想整修一下，把烈士的遗骨拾出来，重
新装殓。民政局问我愿不愿意干这个活，我说
愿意，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徐
根绪说。

那年，徐根绪和老伴扛起铁锹，小心翼翼

地清理烈士的遗骨，“战争时期，也没有好的
板材做棺木，遗体朽烂得厉害。”徐根绪说，
“有的坟茔只能见到几根骨头和头盖骨，有的
只剩下一抔黄土。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们
牺牲的时候，都是不满 30 岁的年轻人，他们
图个啥？”

先后三次，徐根绪和老伴帮烈士重新装
殓了遗骨，让他们安稳地长眠在南腰岭这片
小小的坡地上。1996 年，徐根旭入党转正，他
守护烈士陵园的信念更加坚定。

2004 年，县民政局拨款，要重新整修响
汉村的烈士陵园，徐根绪就在工地边上搭了
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子，看护工地的材料，指
导工人施工。

从当年 6 月到 11 月，整整半年，徐根绪
都住在小屋里，看着烈士陵园先后铺上了彩
砖，竖起了纪念碑，周围还种上了松树，烈士
的坟茔被整修一新。老徐说他“心里甭提有多
高兴，烈士们终于有个像样的长眠之所了。”

25 年寒来暑往，徐根绪一家从没停歇
过，他们用自己赤诚的双手，把一片荒芜的烈
士陵园，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烈士陵园是我们全家的精

神寄托”

“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爸我妈，”徐万龙
说，“整天守着烈士陵园，图个啥呢？”徐万龙
说起小时候的心境，颇觉得羞愧，“后来在父
母的言传身教下，才慢慢理解这就是共产党
员的忠诚。把守护烈士陵园这件工作做好，就
是我父亲作为党员的忠诚。”

“我爸刚守陵第一年过年，家家户户都
在春节前到自家的坟前上坟，我爸看看冷
清的烈士陵园，觉得心里难受，就回来跟我
妈商量，要不咱家自己花钱买点酒，买点
纸，买个鞭炮，给烈士们过个年？”

“我妈当即就同意了，以后每年春节
前，我们全家都要先去祭奠烈士，再赶路去
祭奠自家的先人。”徐万龙说，从小开始受
到父母的言传身教，让他明白，守护烈士陵
园是一件不图回报的事情。

慢慢解开心结的徐万龙，加入了父母
的工作。“他们年纪大了，尤其是我爸，前些
年脑出血以后，走路都不利索了，现在就是
我天天往山上跑。”2005 年，徐万龙也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子两代党员，接下
了守护烈士的接力棒。

“现在每年清明节，乡里都要在烈士陵
园举行祭奠活动。”徐万龙说，“去年，乡里
派了车特意来接我爸，想让我爸讲讲革命
烈士的故事，我爸上台刚讲了两句，就止不
住地流泪，他感触太深了，跟烈士们的感情
也太深了。”

徐万龙总喜欢来烈士陵园坐坐，跟烈
士说说话，除除草，扫扫落叶，在南腰岭这
片小山坡上，徐根绪一家人找到了最平静、
最深沉的精神力量。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成都 4 月 9 日电(记
者吴文诩)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城
厢镇的彭大将军专祠内，一座高
近 10 米的石碑矗立其间，碑身南
北面书有“彭大将军家珍烈士纪
念碑”，东西面写着“先烈彭大将
军家珍殉国纪念碑”。

1912 年 1 月 26 日的深夜，
北京西四北红罗厂，清朝顽固派
首领良弼家宅门口响起猛烈的爆
炸声。23 岁的京、津同盟会军事
部长彭家珍只身深入虎穴，用土
制炸弹将良弼炸死，自己则英勇
捐躯。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
(今青白江区城厢镇人)，1888 年
4 月 9 日出生。1906 年毕业于四
川武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学习
军事，在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
会，接受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
思想。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
任临时大总统，但清王朝以良弼
为首的顽固派不甘失败，组织“宗
社党”拼力反抗革命。良弼是“宗
社党”领袖，他坚决反对清廷与革
命政府议和，欲集结十万清军与
革命军决一死战。

为了扫清革命阻碍，彭家珍
自告奋勇，决定舍身前往刺杀良
弼。彭家珍通过调查发现，良弼的
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
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
见良弼，于是便印了崇恭的名片，
又购买了一套清军官服。

1912 年 1 月 26 日晚，当良
弼乘坐的马车回到府邸门前，良
弼正从马车上迈下一只脚时，一
个身着清军官服的青年人迎上
来递上一张名片。良弼觉得不认
识眼前这个人，诧异之间欲转身
快步回府。突然，青年人掏出一
枚炸弹，一声巨响后，良弼应声倒地，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
片也击中了青年人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牲。这个青年正是彭
家珍，时年 23 岁。两天后，良弼伤重死去，同时殒命者还有其八
名卫兵。

那是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代。爆炸行动前，彭家珍写好
绝命书，连同账簿和现洋 200 元装入皮包内，交给同志。“共和
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这是彭家珍留下的生命绝唱。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爆炸行动十多天后，清朝宣统皇帝
下诏宣布退位，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孙中山称
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丸”，并追赠其为“陆军大将军”。新中国
成立后，毛泽东签发给其家属《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表彰彭家珍“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彭家珍已经牺牲 100 多年，如今家乡城厢镇的变化非常大。
近年来，城厢镇以重点镇建设为契机，以现代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五区一带”和古镇保护开发的产业发展布局为基础，推动全
镇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初步形成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
经济文化中心。

新华社福州 4 月 8 日电(记者刘娟)如果生在政治清明的太
平时代，他会是一个温情丈夫。然而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
封建王朝末期，他却成了为天下人蹈死不顾的“铁血丈夫”———
24 岁就被残害，匆匆与爱妻及腹中孩子诀别，从此长眠异乡。

他，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
朱门灰瓦，翠竹掩映下，林觉民的半身塑像伫立在其故居

内，目光直视远方。塑像下方簇簇鲜花，安静地诉说着人们对他
的哀思和怀念。

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原馆长李厚威说，林觉民短暂而辉煌
的一生，正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句名言的生动诠释：“生命
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林觉民，1887 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他的成长，
恰逢民主革命思想萌芽，自由平等在年少的他心里深深扎下了
根。在 1900 年的科举考试中，林觉民霸气地在考卷上写下：“少
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以表自己不妄功名，然后潇洒地离开
考场。

1905 年，随着林觉民日渐长大，父亲为他定了一门婚事，对
方是满腹才情的陈意映，两人颇为情投意合，常常在阳台“并肩
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1907 年，林觉民启程前往日本留学，两年的新婚生活第一
次迎来了分离。在日本，林觉民很快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加入了同盟会，认识了黄兴等人，受到了深刻影响，已然把革命
当作事业，愿为之献身。

1911 年的一天，林觉民突然回到家中，联系同盟会各联络
人，隐秘地进行起义计划推演。他们秘密制造了大量炸药送往香
港，林觉民和一众革命党人也从福州马尾登船，前往香港等待起
义。

这是 1911 年 4 月 9 日，此时的陈意映已怀有 8个月身孕。
等到负责起义的领导人黄兴到达广州，一切准备就绪时，

革命党中却出了内奸。很快，起义遭到破坏，不少革命党人被抓
捕，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提前起义。在起义前的动员大会上，林觉
民慷慨激昂地做了一番演讲：“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
同胞。”

是夜，林觉民想起远在福州的家人，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父
亲，辗转反侧之中，写下了两封诀别书。在《与妻书》中，林觉民无
奈写道：“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
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4 月 27 日，革命党人拿着简陋的武器去攻打广州总督署，
而两广总督张鸣歧早已撤走，室内空空如也。当他们撤出时正好
撞上了巡防营，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林觉民力竭受伤被捕。

几天后，林觉民被押往刑场。就义前的林觉民泰然自若，慷
慨赴死。孙中山先生得知起义的同志们牺牲之后，不禁仰天痛
呼：“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24 岁的林觉民和其他七十一人葬于广州黄花岗荒丘，他们
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如今，距离林觉民离世已有 107 年，他的家乡福州从晚清直
面“列强”的通商口岸前线，变为了自贸片区、国家级新区、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以及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等多区叠加的国家政策汇集地，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
展良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如果林觉民地下有知，应能放
心了。”慕名前来祭奠的黑龙江访客王清泉说，“回去以后，我
要把他的精神和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这份正能量永远流传
下去。”感动 2018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记者刘羊旸)
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日前印发的《光
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明确，光伏扶贫对象
为列入国家光伏扶贫实施范围的建档立卡
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扶持深度贫

困地区。

光伏扶贫是资产收益扶贫的有效方
式，是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办法规定，光
伏扶贫电站是以扶贫为目的，在具备光伏
扶贫实施条件的地区，利用政府性资金投

资建设的光伏电站，其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全部收益用于扶贫。光伏扶贫电站由各地
根据财力可能筹措资金建设，包括各级财
政资金以及东西协作、定点帮扶和社会捐
赠资金。光伏扶贫电站不得负债建设，企业

不得投资入股。
办法还明确，电网公司保障光伏扶贫

项目优先调度与全额消纳。光伏扶贫电站
不参与竞价，执行国家制定的光伏扶贫价
格政策。

两部门：光伏扶贫优先扶持深度贫困地区

云南元谋：高效节水灌溉助农增收致富

▲村民在展示高效节水滴灌设备（ 4
月 4 日摄）。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清
和社区，村民余树云在自家利用智能水表
控制的高效节水滴灌葡萄园里（ 4 月 4 日
摄）。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位于金
沙江干热河谷地带，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
问题突出。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当地政府
于 2013 年投资启动清和社区“大禹节水”

工程，在田间地头埋入设置了滴孔的管道，
并将管道接入附近的水库。农户只需在田
地旁边的智能水表上刷卡，便可实现灌溉。

据介绍，跟以往的“大水漫灌”相比，这
个高效节水项目让每亩农田节水 440 至
560 立方米，同时每亩净增收约 1000 元。

目前，这个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已覆盖元谋
县 11 . 4 万亩农田。2018 年，当地政府计划
将覆盖面积扩展到 20 万亩。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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