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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庞明广

轰隆一声巨响，32 岁的昆明市东川区汤丹
镇扶贫干部吴国良连人带车坠入数百米深的山
崖，再也没有醒来。

吴国良生命终止的这一天，距离国家级贫
困县东川区计划的脱贫摘帽时间还有 249 天。
整日奔波在贫困村寨的他，却没能看到乡亲们
脱贫的那一天……

扶贫路上，他跌入数百米深山崖

4 月 26日，一个和往常一样忙碌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吴国良便匆
匆忙忙从镇政府出发，开始了一天的扶贫工作。

这一天，他要走访大地坡村、达朵村、三家
村和洒海村四个村子，检查数十户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兑付情况。

东川区是云南 27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而汤
丹镇是东川最贫困的乡镇之一。全镇境内峰峦
叠嶂、山势陡峭，最高海拔达 4288 米。用副镇长
周明的话来说，整个镇就像是挂在山梁上。

达朵村是吴国良的老家，他的父母就住在
村里。听说很久没回家的儿子要回来，吴国良的
母亲早早准备好一桌饭菜。可中午在达朵村检
查完后，吴国良连家门都没进，立马奔赴下一个
村。母亲追出家门时，只看到他远去的背影。

谁都没想到，这次擦肩而过，竟成为母子两
人最后的诀别。

当天下午五点，吴国良走访完三家村的唐
元龙老汉家，尽管天色渐晚，但还有一户人家没
走访，吴国良又急着赶去下一户。
匆匆告别后，唐元龙老两口刚转身回屋，忽

然听到门外一声巨响。“我赶快跑出门去，看见
吴国良的车子滚下山崖。”唐元龙说。

“当时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回过神来就马上
和村民冲下去救他。”当时在场的三家村村委会

副主任骆继超说，吴国良坠落的山崖有五六百
米深，要不是半山坡上有几棵小树拦住，他的车
子就直接坠到谷底了。

被抬上来时，吴国良手还是热的，可心跳已
经停止了……

“他从头到脚都是伤，头部伤得尤其重。”骆
继超说，“他每天至少跑三四个村，一天下来要
跑两三百公里山路，看得出来那天他很疲惫。”

身患重病，他坚守在扶贫一线

“想和他说说心里话都没机会了。”整理着吴
国良的遗物，妻子李梅又一次忍不住哽咽起来。

结婚四年来，吴国良夫妇相聚的时间越来
越少。李梅说，这几年镇上扶贫工作任务很重，
吴国良是镇上的扶贫办副主任，还兼任中河村
的村支书，她自己也是弯腰树村的驻村扶贫队
员，两人平均两星期才能见一次面。

“我俩在镇上有一个宿舍，但已经好几个月
都没回去了。”李梅说。

在吴国良位于东川区的家中，他的电脑桌
上还摆放着一本“东川区脱贫责任书”和厚厚的
一摞工作文件。在阳台的角落里，堆放着鼓鼓囊
囊一大包还没拆开的药。

“2015 年时，他在昆明查出患有慢性肾炎，
这几年一直都是带病工作。”李梅说，医生要求
吴国良每半个月要去昆明复查一次，但他没有
一次按时去过，有时两个月都顾不上去一次。

因为经常不去检查，还总忘了吃药，吴国良
曾因病情加重两次住院。“第二次住院是在 2016
年底，当时他去昆明办事，顺便去医院复查，医生
说你这情况必须住院了，他拗不过，才在医院住
了两个星期。”李梅说。

“他平时嘻嘻哈哈的，为了不让我们担心，从
来不提他的病情。”副镇长周明说，吴国良平时很
开朗随和，但工作起来十分严谨。

为了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大学学物理

专业的吴国良甚至专门报了四川一所大学的
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网络班。

“他说要多学点专业知识，不然自己都不
懂，怎么去指导别人？”同事周有才说，“我问
他怎么不报个函授班，还可以隔三岔五到昆
明上课，休息休息。他对我说，工作那么多，还
是在网上上课节省时间。”

就像他没走一样，继续战斗下去

“国良，这件事情你来办一下。@吴国良”
周明在微信工作群里发出这条信息后，才意
识到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已经不在了。

整个微信群沉默了很久，大家都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总觉得他没有离开。”年轻同事杨钦说。
在镇政府五楼，吴国良办公室门口挂着的

“干部工作去向牌”上，标注的状态仍然是“下
乡”，而他的办公桌已落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前段时间我俩还在聊，这两年我们虽然
很苦很累，但很有成就感，老百姓盖起了新房
子，产业发展也有了眉目。”周明说，“我俩还
规划着，等脱贫后要继续提升乡镇软实力。”

吴国良去世后不久，他兼任村支书的中河
村村干部们聚到一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我们村贫困发生率有 30% 多，这四年
多来，国良带着我们修路建房，老百姓日子越
过越红火，可他就这么走了。”中河村党总支
副书记杨燕华说。

“我们几个村干部商量着，把国良生前想
做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梳理出来，继续完成他
未完成的事业。”杨燕华拿出一份写得密密麻
麻的会议记录：村里的串户路建设、污水排放
工程、太阳能路灯安装、蓄水池建设、村民新
建房生活用电……

“把这些事一件件做好，国良也能走得踏
实些。”杨燕华说。

今年六月，吴国良负责的省级示范项
目——— 洒海村农村危房改造搬迁项目就要竣
工了。在阳光照耀下，一排排新房整齐划一、
十分美观。

“这个项目倾注了他很多心血，一开始村
民不愿意搬，他就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从建设
规划、房屋设计再到工程建设，都是他一件件
安排落实。”洒海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建荣说，
“真希望国良能亲眼看到村民们搬进新家。”

“国良哥走后大家都很难过，但我们每个
人都还和过去一样，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忙
碌着。”杨钦说，“帮助乡亲们早日脱贫才是对
他最好的告慰。” 新华社昆明 5 月 27 日电

距脱贫摘帽 249 天，整日奔波的他却倒下了

本报记者魏董华、方问禹

清晨 6时，远处的群山依然笼罩在一片云蒸
霞蔚中。朝阳的暖色渐渐洒向送葬的人群。

这是卓彦庆最后一次“走”出大山。灵车后
送行队伍沿着蜿蜒的山路，不见首尾。白色花圈
在群山翠林间，每个人脸上写满了哀伤。

173 个弯道，63 个涵洞，29 公里路，在浙
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石佛乡大力山村，送行的村
民多么希望，卓彦庆只是“跑累”了。

他是个这样的人

“他是土生土长的大力山村民，30 岁的时候
当了我们大力山村党支部书记，一做就是 24
年。”79 岁的村民叶元珠说。“阿土”是他的乳名，
上了年纪的村民总爱唤他“阿土书记”。

“他是带领我们开路的‘愚公’，认准一件事
坚持干下去。”大力山村村支委巫国林是卓彦庆
的老搭档，“阿土”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前后
18 年，一条 29 公里的机耕路，连接 22 个自然
村，从此大山不再与世隔绝。

“他是骑着摩托车给村民上山下山代办业
务的‘跑腿书记’。”大力山村所属的塔石派出所
所长严晓明说，虽然他调到塔石派出所只有 4
年，但他经常遇到来所里帮村民代办业务的卓
书记。

“他是个一根筋的人，村民的事情看得比自
己的事还重要。”妻子廖美香说。出事那天，他和
另外两位村干部跑了 20 多公里山路，从早上 7
点开始，一刻不停地测量农房，忙到连皮尺上的
数字都看不清了，结果晚上睡前突发脑溢血病
倒。

“他是村民的‘好儿子’，我们最信赖的人。”村
民王爱娥说，村子海拔高，村民居住分散，下山
办事很不方便。多年下来，不少年纪大的村民要
取钱，干脆把存折交给他保管，连密码都告诉
他。

“他是一个群众发自内心爱戴的好村干
部。”龙游县人民医院一位医护人员说，从卓彦
庆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直到去世期间，医院重

症监护室门口、楼道都挤满了来看望他的村民
和亲友。很多乡亲从早等到晚，站累了就在台阶
上坐一会。

“村党支部书记说实话算不上什么‘官’，但
在村民眼里，他在这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上
干出了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村委会主任
黄金土说。

18 年 29 公里，大山里修“通天路”

一说到修路的故事，卓彦庆的老朋友、县交通
运输局的徐烈就泣不成声，他说，卓书记几乎把
每年三分之一的精力都花在这条路上。

卓彦庆刚上任那会儿村里没有公路，进出
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环绕林间，有些上了年纪的
村民一辈子也没去过 40 公里外的县城。

“由于交通闭塞，山里农特产运不出去，生
活必需品则要肩挑手扛运回村里，外面的姑娘
不愿嫁进来，村里的小伙很多成了光棍。”黄金
土回忆 90 年代的大力山村时说。

“要想富，先修路。”一上任，卓彦庆就动员
村两委，众人划桨开大船，“没钱，我们就自己动
手；没设备，我们就用钢钎铁锤，每个自然村必
须都要通路！”

说到做到，村民告诉记者，卓彦庆常年在修
路施工一线。在一次修路中，他的右手两根手指
不慎被涵管压断进行了重植手术，术后他仍绑
着绷带带领村干部们趁着雨季到来之前，抓紧
抢修道路。长期下来，村里逐渐形成了好风气，
每到修路时，党员一定准时到现场。

“开山辟路是大力山人几代人的心愿，但一
直难圆。卓书记下的决心很大，开山第一炮那
天，全村的劳动力齐刷刷扛着锄头大锤来到山
脚，从此修路变成了村里头等大事，风雨无阻。”
黄金土回忆说。

这条路是卓彦庆的牵挂。争取政策、现场测
量、投工投劳……前前后后历时 18 年，终于，一
条 29 公里的机耕路在崇山峻岭间打通，村民外
出打工、求学方便了，村里的农产品也有了销
路。如今，这条山间公路成为亚太汽车拉力赛
段，每年都吸引世界顶级赛车手来此比赛。

4 辆摩托车 25 万公里，能绕

赤道 5 圈

说起卓彦庆，远近一带无人不知他有个
绰号叫“跑腿书记”。

黄金土说，一年 365 天至少 300 天卓彦
庆都在路上为村民“跑腿”。他跑的什么腿？

其实，他就是骑摩托车上山下山，为村民
们代办各类服务，包括办理户口、残疾证、买
柴米油盐、代缴电费、代修手机、只要他能
“代”的事统统都代办。

村民徐中华在外地医院动手术花了 1 . 3
万元，由于无法办理异地报销找到了卓书记，
卓彦庆二话不说就骑着摩托车到县城里，来
回跑了好几趟，7000 多元报销费终于打进了
他账户。

廖美香说，为了让留在村小学上课的十
几个孩子能每天吃上新鲜蔬菜，不管刮风下
雨，卓彦庆每天早上都骑着摩托车下山采购。

68 岁的付招富原先是石佛乡的乡政府
林管员，他回忆，十年前，卓彦庆就天天骑着
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在一个个山头跑，把各林
区都跑透了，谋划发展高山经济作物，把山林
转化出经济效益。

在他的带动下，大力山村村干部队伍拧
成一股绳，领着村民种植高山油茶、高山黄茶
等上千亩。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近万元，村里
摘掉了贫困的帽子。2015 年，卓彦庆被评为
浙江省“千名好支书”。

“群众动动嘴，干部‘跑断腿’。”受到过“跑
腿书记”帮助的人在村里比比皆是。当地政府
做过测算，24 年来，卓彦庆为村民办事骑坏了
4 辆摩托车，跑了近 25 万公里，能绕赤道 5
圈。

近年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
伸，村干部纷纷当起了代办员，石佛乡党委组
织委员金拯说，在大力山村，摩托车几乎是村
干部的“标配”，这些年在卓彦庆的带领下，大
力山渐渐多了“跑腿主任”“跑腿村委”，甚至
还带动了整个石佛乡的“跑腿氛围”。

24 年的坚守，青山无言埋忠骨

村民吴国亮前一天从河北邯郸坐了 17个
小时的火车，又转了好多趟中巴才赶回大山，
就为了看卓彦庆最后一眼。他红着眼喃喃自
语：“半个月前给你电话说贷款的事情，我会好
好计划自己处理好的。以后，村民的‘百家事’你
不要都揽在身上了，请好好休息吧。”

村民黄雪土在出殡那天清晨 4 点 40 分
就从 60 公里外的建德一路赶来。他说，在外
打工 20 多年，家中老母亲多亏卓书记照顾，
恩情不知如何回报。

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力山，为卓
彦庆送行。

在乡党委的档案柜中，存放着卓彦庆的
14 本工作笔记和 16 本党支部工作手册。

1994 年的工作笔记：开办竹笋两用林培
训班以及好处和前途；1996 年的工作笔记：
种植竹笋两用林 1570 亩、消灭荒山 654 亩、
种植杉苗 17 万株…… 2016 年的工作笔记：
鼓励村民发展农家乐……

24 年的工作笔记串起来，就是大力山村
发展的轨迹。

工作笔记中还记录着他的感受：“讲原
则，讲诚信，不能做老好人，亲戚归亲戚，朋
友归朋友，有些事不能轻易答复，也不好随
意改口……”“村民的事不是小事，自家的事
可延误几天，村民的事可不能耽误。”

24 年的工作笔记串起来，就是一个中国
最基层党员干部的精神图腾。“跑腿书记”跑
累了，但“跑腿精神”还会越跑越远。

石佛乡驻大力山村的乡干部范嘉豪说，
作为驻村干部，他定会传承卓书记的精神，和
村“两委”干部一起守护大力山的百千村民和
一草一木。“你的‘跑腿业务’大家会接着跑；未
种上的黄茶苗，他们也会接着种。”巫国林说。

灵车缓缓从山上驶向山脚，脚下这条路
卓彦庆花了 18 年的心血。

村民们说，“阿土”书记用大半辈子守护
了大力山，今后就由这座青山来守护他。

““跑跑腿腿书书记记””

他是带领村民开路的“愚公”，用 18 年修通一条 29 公里

的机耕路，连接 22 个自然村，从此大山不再与世隔绝

他是村民最信赖的人，不少年纪大的村民要取钱，干脆

把存折交给他保管，连密码都告诉他

24 年来，卓彦庆为村民办事骑坏了 4 辆摩托车，跑了近 25

万公里，能绕赤道 5 圈

（上接 1 版）——— “科学家精神”进一步弘扬，在
祖国大地上撰写科技论文。

从钱学森、邓稼先、罗健夫、蒋筑英，到黄大年、
钟扬……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的时空中，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
每一件大国重器、每一项重大的创新突破背后，都离不
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奉献。

从青藏高原生态恢复到新疆地区棉花生产，在人迹
罕至的高原，在棉花种植的田间，科研工作者用坚守和
创新，铸就了属于人民和土地的科技创新成果。这些硕
果，不由白纸黑字写就，而是借用信仰铸就的如椽巨
笔，撰写在祖国大地上，撰写给全体人民。

——— “千里马”竞相奔腾，科技人才激发创新活
力。

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大兴识才爱才敬
才用才之风，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在创新实
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
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
奔腾。

近年来，在诸多院士专家的共同建议下，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
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和国际顶尖水
平的科学大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科学家如何既有“面子”更
有“里子”等一系列问题，坚持用简政放权的“减法”
换取创新创业的“加法”，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科技人员
创新创造的热情，激活了万众创新的“一池春水”。

助推“中国梦”：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
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仍然存在。
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

技落后。没有一招鲜、几招鲜，没有参与或主导新赛场建
设的能力，就会缺少机会。
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

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如今，站在新起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实现“中
国梦”离不开“科技梦”的助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需要加快科技创新，掌握竞争先机。

“中国的‘科技梦’已经是好多代科技工作者的梦
了。” 40 年前，彼时还正值壮年的战略科学家、中国
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参加了那场激动人心
的全国科学大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如今已年过八旬
的他眼中仍会泛起激动的泪光。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院士认为，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
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精尖技术”，中国必须把
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
认为，面向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步伐。

——— 增强创新源头供给，夯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
石。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
的总机关。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认为，必须让创
新人才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基础研究、原始
创新上不断突破，夯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 解好创新驱动“发展方程”，紧握科技改革
“点火器”。王志刚指出，要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
机制“双轮驱动”，把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探索出一条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

“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才奠定了国家的今天，
现在的科技工作者们更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
投入到中国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
不记名、不为利，真正为国家振兴做贡献。”徐匡迪
说。

“道不可坐论，事不能空谈。”吹响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新号角，站在新起点，研究提出科技创新 2030-重
大项目立项建议、审议通过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一
系列引领国家科技创新的重磅规划和方案密集出台，清
晰定位科技创新供给新坐标。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新时代，乘着改革与创新的浩荡东风，汇聚各
方力量，我们一定能跑出中国创新的“加速度”，奋力
拼搏、自强不息，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实现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

（上接 1 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臧学
民介绍， 2017 年该局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为群
众止损 19 . 8 亿元，劝阻群众近 4 万次，破获北京市及
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及抓获犯罪嫌疑人分别同比上升
50% 和 30% 。 2017 年，北京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
案总量降至 5 年来最低。

便民改革措施让群众少跑腿

受理异地办证 38 . 6 万件，累计为群众节约时间
5 . 8 万小时——— 这是 2017 年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居民身
份证异地受理措施的统计数据。

2017 年，北京市公安局围绕户籍、出入境、交通
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相继推出了 30 项便民
改革措施。

在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办事大厅，不少市民发现，这
里也可以使用便捷的手机移动支付。今年年初，出入境
管理局全面升级缴费系统，推出全业务、多码合一扫码
支付便民服务，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办理出入境证
件，以及外国人办理签证证件等全部业务均可扫码缴
费，除了微信支付，还可使用支付宝、京东 App 等多
个平台。

“网上北京市公安局”的建设也在不断加快。北京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互联网+警务”已
经整合了与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 43 项公安业务，
年办理各类业务 700 万件次，“北京交警”“掌上
119 ”等平台，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办事流程、申
请办理业务、查询办理结果。根据第三方调查，受访群
体对消防行政审批满意度为 94 . 4% ，对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达到 96 . 6% 。

▲吴国良随身的公文包。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一年为群众止损近 20 亿

以“科技梦”助推“中国梦”

吴国良每天至少跑三四个村，一天下来要跑两三百公
里山路

他患有慢性肾炎，但没有一次按时去复查；他的电脑桌
上放着“东川区脱贫责任书”和厚厚的一摞工作文件，阳台的
角落里，堆放着一大包还没拆开的药

整日奔波在贫困村寨的他，却没能看到乡亲们脱贫的那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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