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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邵阳市大祥区在全

区 84个村、46个社区建立了

130个群众信访服务中心，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

用， 在转变作风服务信访群众

中创先争优。

曾镇华是大祥区一名下岗

老工人， 他因房屋拆迁及权属

问题向社区信访服务中心求

助， 中心工作人员及时与有关

部门协调， 并为他争取到补偿

资金6.4万元，老人感动得落下

泪来。 面铺乡凤凰村离任村干

覃学阶对自己离任后不能享受

离任村主职干部待遇不理解，

该村信访服务协会主动联系覃

学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解

开了老人的思想疙瘩。

为确保上访群众的问题得

到及时解决， 服务中心建立了

预约销号机制， 对受理的信访

案件列出清单， 一一注明责任

人、工作进度和办理时限，责任

领导对照清单督导， 案件办结

后，统一销号并归档备案，作为

年终考评依据，有效杜绝了“踢

皮球”、推诿拖延等现象。今年

来，全区在村（社区）一级接待

群众来访659人次， 集体来访

207人次，消除了280余起个访

隐患，化解信访积案32件，确保

了社会和谐稳定。

■记者 胡抒雯 实习生 刘宇慧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不恋繁华都市9年扶贫 花甲蒋孔吉带富几方山村

挽留信上摁着1473个红手印

村民摁红手印挽留他

记者到达永州市东安县溪源村

采访时， 被路边老老少少的村民吓

了一跳。

“我们村离不开他”、“麻烦你们

跟上级说说，让蒋科别走，再帮我们多

干两年， 村里肯定还会大变样”……

见到我们，村民纷纷涌上来，争先诉说

蒋科的好，只想让蒋科不要走。

村民口中的蒋科就是蒋孔吉，

出生于长沙宁乡农家的蒋孔吉，当

过兵，2002年从永州市粮食局办公

室主任岗位上离岗退养后， 从道县

大井村到彭家村， 再到东安县溪源

村，加上1997年和1998年在双牌县

黄泥山村扶贫，前后9年扶贫，连续7

年驻在村里，食宿在农民家中，四任

建设扶贫工作队长。

“这家有急事，他往这家跑，那家

有难事，他往那家钻，他是我们的贴心

人。”溪源村的村民这样评价蒋孔吉。

村支书段稻香介绍， 2008年7

月，蒋孔吉刚来村里时，全村人均收

入只有2380元。现在，村里修通了15

条水泥村道，90%的耕地实现灌溉自

动化，九成以上的村民掌握了1—2门

实用技术。2009年， 全村人均收入达

到5710元。“这两年，我们村的发展整

整超过了过去20年。”

在老乡眼里， 蒋孔吉是大恩人、

大功臣。听说他即将撤队，今年9月28

日，1473位村民以联名写信、 摁红手

印的方式，向上级组织写信挽留他。

进村没人搭理，现在“扣”留他

2006年， 蒋科来到彭家村时，

村民懒散恶劳、赌博成风，加之民风

剽悍，年年都有几次宗族械斗。

蒋科进村时， 村民没一个人愿

意搭理。“年年喊扶贫， 年年都是老

样子”，就连村支书彭征斌也不相信

蒋孔吉能在村里待多久。

坚信“只有落后的工作，没有落

后的群众”的蒋科，到村里的第一件

事， 就是花了三个月让彭家村人喝

上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自来水。

彭家村由乱到治，由穷变富，现

已成了道县的先进村和省建整办推

广的典型。2007年底，工作组撤队，

村民为了挽留蒋科，“扣” 下了他的

行李，至今还保留在村部。

“我和你们一起吃住，一起干，只

要你们跟着我走，不把你们带到阳光

大道，日后你们可以指着我骂娘！”道

县祥霖铺镇下井村村支书黄胜至今

还记得2004年蒋孔吉在全村群众大

会上的“誓言”。如今，每次蒋科回村

里，所到之处，鞭炮轰鸣，村民们用最

淳朴的方式欢迎他们的恩人回家。

记者：有人说，农村工作难做。贫困村、难管村的工作更

是难上加难，您搞建整扶贫，扶一个成一个，有什么“点金

术”？

蒋：到农村工作，要吃得苦、有信心，少说多做。如果只指

手画脚，不做实事，群众不信任你，你就什么事都做不好。真

心给他们做些实事，帮他们解决问题，双方建立了感情，做起

事来就事半功倍。

记者：9年扶贫，图什么？

蒋：在大井村扶贫时，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次到黄

一岩家走访，发现他家黑灯瞎火，说交不起电费，已经摸黑3

年。我当时就想，像这样的贫困户如果没人管他，永远是贫困

户；另一件是村民黄一途养猪不懂技术，母猪下崽时连同15

只乳猪全死了，损失7000多元，欲哭无泪。所以，我觉得，在农

村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记者：这么多年，您一心扑在扶贫上，对家人愧疚吗？

蒋：确实很对不起家人。父亲去世时，我没在身边；妻子

患病时，我也没多少时间陪她。但是我把对家人的爱都用在

了村民身上。如果村里的事没做好，那我愧对的是成百上千

的村民，所以让我选的话，我宁愿愧对家人，毕竟他们是少

数。我相信，他们能理解。为老百姓做事，付出再多也值得！

已到花甲之年的蒋孔吉，爱看书、听音乐，最喜欢到穷山村里

“折腾”，每到一处都会弄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村民们几十甚至

上百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他而改变。

然而，村民们不仅不“恨”他，听说他要撤，不仅扣留了他的行

李，1400多村民还联名向上级写信，摁红手印挽留他。

他———凭啥？ ■记者 胡信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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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到穷山村里“折腾”的蒋孔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