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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静

他们，奔走在扶贫一线，田
地里、牛圈旁、高山峡谷间都活
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全心全
意为人民谋福祉，无暇顾及自己
的身体状态，哪怕为脱贫工作献
出生命；他们，离我们很远，也
离我们很近，他们有着共同的名
字——— “扶贫战士”。

清明时节，云南多地降下小
雨，不少群众自发纪念牺牲的“扶
贫战士”，缅怀努力让贫困群众过
上好日子的“亲人”。

缅怀：追忆牺牲的扶

贫干部

一大早，马福生就带着祭祀用
品，从叶枝镇新洛村赶往位于县城
的公墓，去看看为村里脱贫而牺牲
的和先念。

2017 年 10 月 24 日，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财政局局长和先念在宣讲活动结束
后，就带人驱车进山访贫。进牛
圈、围火塘、聊种养……访问了几
家后，他和同事准备到山涧边的贫
困户家再看望一下。一块石头突然
从山坡上飞出，砸向山路上并肩行
进的两个人。他推开了同事，自己
却被石头砸中，不幸去世。

“老和，我来向你报告去年村
里的脱贫成绩了。”马福生刚说
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维西县财政局挂钩帮扶新洛
村，和先念生前最关心村里孩子的
教育问题。 2015 年以前，村里是
辍学的重灾区，只出过一名大学
生。去年，村里实现了适龄学生
“零辍学”，在校大学生已有 9
名。

“只要给他说了村里脱贫攻坚
的困难，他都会想办法帮助，很多
时候还自己掏腰包。”对马福生而
言，和先念不是什么领导，更像一
名老大哥，为村里谋划产业、带头
做群众工作。“去年清明节我也来
了，虽然他离开了，但给他说说村
里的脱贫，让他不要牵挂。”

云南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多重因素叠加让云南的贫困
县、贫困人口位居全国首位。扶贫干部肩负使命，奋战在基
层一线。

2018 年 4 月 26 日，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办副主
任吴国良在下乡扶贫途中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当群
众得知这一消息后，从不同地方赶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
式，送他最后一程。“这个娃娃工作认真，心还好，但就
这样走了。” 63 岁的汤丹镇中河村村民罗天存感慨。

接力：帮助群众摆脱贫困

2 个月遍访 22 个村民小组，平均每天 2 万多步，走烂
了 2 双运动鞋……这是云南省大关县打瓦村驻村扶贫工作
队员王秋婷在遇难前的工作状态。去年 11 月，王秋婷从村
里赶往县城单位汇报工作，途中遭遇车祸，年仅 26 岁的她
不幸遇难。

打瓦村是当地的深度贫困村， 2014 年贫困发生率超过
50% 。王秋婷驻村时的愿望是修路、搞产业脱贫，多次调
研论证后，修建了 5 . 62 公里的公路。为了劝返辍学学生，
她多次走访、电话联系学生家人；为了帮助贫困群众卖蜂
蜜，她在朋友圈为蜂蜜代言。

为早日实现她的梦想，大关县派出谭云贤等人继续攻
坚。“我们会接好脱贫攻坚这一棒，让村里的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打瓦村第一书记谭云贤说，经过这些年的攻
坚，全村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22% ，村里还发展了猕猴
桃、花椒等扶贫产业。

精准扶贫以来，云南“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路、房、医疗、教育等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化背后
有财政投入、各方支持力度的增加，有一批批扶贫干部
忘我的坚守。

吴国良的父亲年近 60 岁，是一名农村党员干部， 2003
年在村里工作以来，一直在为村里谋发展。妻子李梅则是在
吴国良调任汤丹镇工作后，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成为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吴国良牺牲后，弟弟吴国荣也从市里回到东川
区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我们全家都是扶贫队员。”吴国荣说，自己回来干扶
贫工作的原因就是为了完成哥哥未竟的使命。

忘我：用生命践行朴素信仰

55 岁的张号京是昆明市司法局驻寻甸县七星镇戈必
村第一书记，今年是他驻村的第 6 个年头。 2017 年是寻
甸县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当年 11 月 1 日，自己的肺大
泡破了形成气胸，他独自开车去昆明的医院进行治疗。医
生建议住院疗养，但没过多久他就背上挎包，回到村里继
续开展扶贫工作。

“我是一名党员，就要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词。”张号京
说，驻村扶贫并非走形式，而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听群众的
脱贫想法，用足脱贫政策帮助群众摆脱贫困。

倪明真，寻甸县甸沙乡苏撒坡村委会主任，这个海拔
超过 2700 米的彝族村子贫困发生率近 70% 。 2017 年他被
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不影响脱贫工作，第一次化疗结束
的第二天就从昆明赶回村里，土坯房变成了砖混房、村里
有了生态养殖产业……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他却
在一次次化疗后，身体越来越差，自家是全村最后一个把
土房子改造为砖房的。

记者 2018 年 7 月 19 日采访他时，他的头发基本掉光
了，但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早上 7点多就出门，晚
上 10点多才回家。他说，希望大家能够过上好日子。“如
果老百姓下一届还选我，我还会尽力把事做好。”未曾想
到， 5 个月后，倪明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记者了解到，在清明节期间，有不少群众自发为牺牲在
扶贫一线的干部扫墓，部分群众未能到公墓瞻仰，但也通过
自己的方式追忆牺牲的扶贫干部。

云南省扶贫办数据显示，从 2013 年至 2018 年，全省
有 73 名扶贫干部因公殉职。他们心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
片，努力让群众脱贫，也被大家铭记。他们用生命践行朴
素的信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新华社昆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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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4 月 7 日电(记者周相吉、
张海磊)清明节期间，在四川木里森林火灾
扑救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魂归故里，四川、
山东、云南、甘肃、贵州、海南……多个
省份群众守望在英雄归家路上，噙着泪、
目送着这些曾经年轻的生命。

从西昌到英雄的家乡，一路上，群众自
发组成队伍，只为了最后看一看，送一送。

3 日，西昌市殡仪馆，65 岁的彝族妈妈吉
泼莫日左拎来一袋橘子，“我觉得娃娃们口渴
得很，买几个橘子送他们。”97 岁的老兵周禄
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在女儿搀扶下静静地
肃立在灵堂门口。退役队友刘荣基辗转千里
来到西昌，他说：“走吧，兄弟，带你回家。”

在网络空间传播着的一幕幕迎接英雄
回家的画面同样让人泪目。在运送烈士的飞
机上，乘务员哭着播报“烈士的骨灰将搭乘本
次航班回家……”，机舱内一片沉默。

在四川南充，车队一下高速出口，从高
坪区安汉广场到西山烈士陵园，45 万群众在
烈日下高喊：“英雄回家”。

在山东临沂，人们捧着几位烈士的骨灰
盒缓缓走下飞机悬梯，去往机场长约 5 公里
的路上，迎接的群众手捧菊花，失声痛哭。

在重庆南川，“来送送孩子……”一位阿姨
数次哽咽到说不下去，转过身来已泪流满面。

铭记、感恩，不少群众匿名慰问消防队
员。水果、饮料及其他营养品不断送到各地消
防单位。“平安归来”“练就一身本事，愿永无用
武之地”……一张张温暖的卡片、一句句充满
深情的寄语，表达着人们对消防员的敬意。

离家是少年，归来是英雄。清明节期间，
全国多地民众深切缅怀、祭奠木里救火英
雄。“离家时爱笑爱闹俨然少年郎，山河无恙
后魂归故里身披红旗装。这次回来了咱就不
走了，永远陪在爹妈身边。”一位网友在网络
上留言道。

离家是少年，归来是英雄
扑救木里森林火灾牺牲烈士魂归故里

▲ 4 月 5 日，在四川木里森林火灾扑救中牺牲的 4 名临沂籍烈士徐鹏龙、赵永一、张帅、康荣臻的骨灰回到家乡山东临沂，当地消
防部门和群众迎接烈士回家。 新华社发(朱武涛摄)

新华社记者吴光于

3 月 30 日发生在四川凉山木里的一场
大火，夺去了 30 条鲜活的生命。年仅 48 岁的
木里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杨达瓦长眠在他热
爱的密林中。

在藏语里，“达瓦”是月亮的意思。4 月 2
日的夜晚，木里的天空挂满繁星，却似乎不见
月亮的踪影。但从杨达瓦生前同事、朋友的讲
述中，这位藏族汉子的轮廓逐渐清晰。

“他永远是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

“达瓦哥，一路走好！我们将怀念、继承和
发扬您忘我工作、勇于担当的精神，守护好这
片原始森林，守护好我们的家园……”4 月 2
日，木里县林草局副局长刘兴林在朋友圈里
写下这样的话。

在他发出的照片中，杨瓦达和同事们在
密林里席地而坐，吃着方便面，虽然有些疲
倦，却面带微笑——— 那是三周前他们在野外
勘察时留下的工作照。

当天，杨达瓦带着刘兴林和两位林勘院
的技术人员，徒步走了 6 个小时的山路，刘兴
林和两个小伙子都走不动了，杨达瓦抢过他
们带的东西，左肩背干粮，右肩背设备，走在
了最前面……

“他永远都是那个走在最前面的人。”木
里县司法局局长偏初翁杰与杨达瓦相识多
年，记忆中的他总是事事冲在前。

今年 2 月 10 日，三桷桠乡发生森林火
灾，杨达瓦带人前往火场，归来时已经是 5 天
后，一双黄胶鞋连鞋底都磨穿了，脚也磨烂
了。

刘兴林最后一次见杨达瓦是 3 月 29 日。
他头一天连夜整理完生态扶贫的项目申报材
料，早上 8点半和杨达瓦一起讨论、修改。

“达瓦局长本来周日还要赶到西昌去开
会，结果因为火灾耽误了。”3 月 31 日晚上 10
点多，杨达瓦行色匆匆奔赴雅砻江镇的火场。

没有人料到，这一走，便是永别。
4 月 1 日下午，得知杨达瓦牺牲的消息，

刘兴林在办公室大哭一场。“木里森林面积
广，这个季节火灾易发，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一
去不回。”

“他的恩，我永远无法再报答”

木里是四川森林蓄积量第一的县，蓄积
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一。杨达瓦毕业于西昌林
业技校，毕业后到木里县林业局(现更名为林
草局)参加工作。此后，他的命运就与森林紧
紧系在一起。

2008 年，杨达瓦从县林业局调到麦日乡
任武装部长。麦日乡是木里的森林大乡，森林
防火任务非常繁重。从木里林草局专业扑火
队队员李龙忠的讲述中，能窥见一些森林扑
火工作的日常——— 每当起火，扑火队和当地
的干部就要第一时间奔赴火场，在离火场约
80 米的地方砍出隔离带。隔离带有的长达几

千米，宽度达到 25至 80 米。执行完任务，大
伙累得站着都能睡着。有一次，他们在火场上
奋战了五天五夜，大火扑灭后跳到河沟里洗
澡，把河沟都洗黑了。而当年的杨达瓦，在乡
里分管森林防火工作，一有火情，就要和扑火
队一起冲到前面。

因为工作出色，杨达瓦之后被调到李
子坪乡任乡长。偏初翁杰说，自己还在担任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时候，每次和杨
达瓦谈心谈话，都能感觉他给自己压了很
重的担子。“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责任心
特别强。”

4 月 2 日，李子坪乡白草坪村村支部书
记何杨清在接受采访时数次哽咽。“昨天消息
传到村上，老百姓哭成一片。”

“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里的通组路。现
在村里变化大了，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想让他
回来看看，可他太忙了。”何杨清说。

李子坪乡是一个彝族、藏族、蒙古族、苗
族聚居的多民族乡。“达瓦乡长从来都是一碗
水端平。不管是谁去找他，他都会站起身，没
有半点官架子，客客气气的。”彝族村民何拉
体说。

何拉体因为孩子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家
中生活困难。杨达瓦在乡里工作的那些年，新
农合的报销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先后资助
过何拉体好几千元。

“那时候他的工资一个月也就 2000 多，
他的恩，我永远都没法再报答。”说到这，何拉
体已经泣不成声。

无法再归来的“藏族家的好儿子”

2015 年，杨达瓦调回了县林业局，担任
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因为工
作出色，他被提拔为林业局局长。

“在大家的眼里，他就像一位大哥，从来
不摆架子。”刘兴林说。今年春节前，他们一起
去慰问退休职工。“达瓦，我们藏族家的好儿
子。”老人们都这样叫他。

刘兴林去年 7 月从四川省林草局下派到
木里工作。“县城巴掌大的地方，连酒店都很
难找，没想到我们 4 个下派干部一到，县局已
经提前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处。达瓦局长太细
心，细到连这么小的事情都想得那么周到。”

到木里工作 9 个月，刘兴林和几个单身
汉若是下班后还留在办公室，总能看见杨达
瓦的办公室亮着灯，他白天总在下乡，只有晚
上可以处理文件。

有一次，杨达瓦和刘兴林正讨论着工作，
杨达瓦妻子打来电话，商量送孩子去外地上
学的事。刘兴林听见他说：“实在走不开啊，都
这么大的小伙子了，让他自己去吧。”刘兴林
劝他，孩子是第一次出远门，当父亲的应该尽
尽责。“后来得知他向县里请了三天假，可是
临到出发前，又因为工作下乡去了。”

他总是那么忙，过去，不管回家再晚，80
多岁的老父亲总会坐在客厅里拨弄着念珠、
转着经筒等他。而这一次，他再也等不到儿子
回家了。 新华社成都电

“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追记木里县林草局局长杨达瓦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褚晓亮、赵丹丹、许
畅)4 月 4 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
市三合镇三合村，88 岁的朝鲜族老人李银基
早早起床，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翻领外套、黑
色西裤和皮鞋，手捧一束菊花，在院子里等着
同伴们的到来。

上午 9点，大家陆续来到李银基家中。李
银基拄起新拐杖，在同伴的搀扶下慢慢朝离
家不远的山坡走去。一座高大的革命烈士纪
念碑矗立在半山腰，巍峨而庄重。

李银基走到纪念碑前，用满是褶皱的双
手抚摸着碑上刻着的 26 个英烈的名字。“吴
正默、朴春植、许仁权、李东植……”每念到一
个名字，他都用手轻轻拂去碑上的灰尘，仿佛
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老友。

20世纪 60 年代初，李银基所在的村子
建起了这座纪念碑。他当时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第一次组织了村里多名党员共同祭扫纪
念碑。

“烈士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活着
的人要多来看看，让他们别太孤单。”这样朴
素的念头在李银基心头升起，此后，他每年都
坚持祭扫。这一扫，就是近 60 载春秋。

那时的李银基 30 岁出头，年富力强，他
不仅在清明节时祭扫烈士碑，平时也经常到

学校、村部宣讲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号召全
村敬英雄、护英雄。

在李银基的影响下，村里的烈士碑成为
神圣的所在。放牧的人要绕着烈士碑走，生怕
牲畜粪便弄脏这片净土；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都熟稔瞻仰烈士碑的礼仪；烈士碑如有小的
破损，村民会争着去修复……

当年，烈士碑大修的时候，李银基坚持要
将烈士碑往西侧移，扩大东边的空地，为的是
让这里能照进更多的阳光。

为烈士立碑、守碑，在延边有着光荣的传

统。作为东北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延边较早地
开展了抗日斗争。据统计，延边全州有各个时
期的烈士 17000 多人。村民自发为烈士立的
碑数不胜数。

铺上一张白色的纸，李银基和同伴们把
带来的食物、白酒和鲜花一一摆好。李银基倒
满一杯白酒，大声说道：“我们来看你们了，一
起喝吧！”说完，他将白酒洒向地面。随后，李
银基摘下帽子，与同伴共同低头默哀。

按照朝鲜族的习俗，祭祀仪式过后，祭
拜者要在墓碑前将带来的食物和酒水吃掉。
不渲染悲伤的气氛，而是与逝者交谈，告诉
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并共度一段怀念的时
光。

近 60 年的风霜雪雨，李银基早已与这
些抛洒热血的英烈成为“生死之交”，讲起
他们的故事，就像讲述自己亲人的故事一
样。

“金凤山是抗日游击队员，被敌人围困后
烧死在屋内，年仅 19 岁；全东学刚结婚三个
月就离家抗美援朝，连自己女儿的模样都没
见过；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还没超过 3 0
岁……”李银基感叹不已。

李银基和同伴席地而坐，一边交谈一边
拿起酒杯：“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干杯！”说

着，李银基一饮而尽。
与李银基一起祭扫的金春吉今年 63 岁，

是三合村监委会主任。他清楚地记得自己 9
岁那年，李银基到学校给大家讲革命先烈的
故事，还请人画了 5 位烈士的画像。从此，英
雄的形象和事迹深深根植在金春吉心中。从
那以后，每年清明节，金春吉都会跟着李银基
去给烈士扫墓。哪怕金春吉在外地读书期间，
也从未间断给烈士祭扫的行动，“哪里有烈士
碑我就去哪里祭奠”。

今年清明节前夕，李银基和金春吉还完
成了一次“交接”。随着年龄的增大，李银基行
动愈发不便，他便把守护烈士碑的责任传给
了金春吉。

“以后，我就是李老先生的接班人了。我
会带领更多的人来祭拜先烈，把先烈的事迹
讲给更多人。”金春吉说。

李银基说，只要他还能动，就会坚持每年
来祭扫，依然会继续给孩子们讲先烈的故事。

祭扫结束后，李银基和同伴们将纪念碑
打扫干净，起身告别。

群山巍巍，一枝枝金达莱花树正绽开小
小花苞，再过不久，漫山遍野将披上鲜艳的颜
色。李银基说，那是英魂的化身，他们在装点
着美丽的大地。

他默默为英雄守碑六十载

▲ 4 月 4 日，李银基整理祭祀花束。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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