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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挨平始终把村民的冷暖放在心
上，尤其是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他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
使命，让每一位村民都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与温暖。

留村的胡继云母子生活极其困难，
是监测户。郝挨平自上任以来，一直关注
着他们的生活状况。他先后为胡继云母
子申请低保、残疾、临时救助资金9000余
元，更换安装取暖设备，发放棉衣棉被。
考虑到胡继云的实际情况，郝挨平安排他
担任村内保洁员，让他有了一份稳定的收
入。

“郝书记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没
有他的帮助，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下去。”胡继云感激地说。

50多岁的村民高志平患有严重的
胃病，家庭生活困难。郝挨平与“两委”
班子成员、驻村工作队一起协商，为高志
平申请了监测户，使他能够享受监测户
大病报销等各种优惠政策。高志平为了
表示感谢，多次邀请郝挨平吃饭，都被他
婉言拒绝了。后来，高志平又几次拿着
礼品到郝挨平家，都被郝挨平挡在门口：

“老哥，你留着给嫂子补身子，咱村不兴
这个。”

“为村民服务是我的职责，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我不能接受村民的礼品，
这是原则问题。”郝挨平说。

任职期间，郝挨平始终严格要求自
己，积极加强廉政建设。他严格执行公
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布财务状况，接受党
员群众的监督。他经常告诫“两委”班子
成员，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村民赋予的，
必须用来为村民谋福利，不能有任何私
心杂念。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村民的信
任和支持。”郝挨平说。

累了、乏了，郝挨平会坐在村里老
槐树底下磨得发亮的石凳上，听村民们
絮叨家长里短，有时遇到村民们在意的
一些事，便拿出笔记在笔记本上。天干
物燥要提醒村民防火、过几天要春耕、村
民们要买化肥……

歇好了，郝挨平便起身拍拍裤脚的
尘土，接着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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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挨平:归乡逐梦的“老兵村长”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郑东慧

初见郝挨平，他身着朴素的衣衫，脸上带着憨厚的
笑容，岁月在他黝黑的面庞刻下痕迹，可那挺直的脊梁
和坚毅的眼神，依旧保留着军人独有的风采，让人很难
将他与忙碌的基层工作者和乡村振兴领路人区分开来。

1968年 9月，郝挨平出生
在石楼县义牒镇留村，黄土地
的质朴与醇厚孕育了他坚韧不
拔的性格。

1989 年，21 岁的他怀揣
保家卫国的理想参军入伍，部
队的锤炼不仅强健了体魄，更
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服
役期间，故乡贫瘠的面貌始终
萦绕心头，为家乡做点实事的
念头悄然生根。

1996年，在外闯荡的郝挨
平放弃月薪 600 元的优渥生
活，回到留村。面对经济落后、
基础设施薄弱的家乡，他暗下
决心改变现状。2015年 8月，
50余名老党员的信任让他当选
村支书，正值全国脱贫攻坚号
角吹响，留村脱贫的重担落在
了他肩上。

上任后，郝挨平深知，精准
识别贫困户是脱贫攻坚的第一
步，也是关键一步。他马不停
蹄地带领支部班子成员和驻村
工作队，一头扎进了摸底排查
工作中。留村下辖多个自然
村，村民居住分散，山路蜿蜒曲
折。为了一户不落地了解村民
情况，郝挨平常常天不亮就出
发，背着装满资料的背包，行走
在山间小道上。每到一户，他

都耐心询问家庭收入、人口健
康状况、致贫原因等，认真记录
在本子上。

经过无数次的走访，初步
筛选出了一批可能符合条件的
贫困户。然而，要确定最终名
单，还需经过村民大会的讨论
和认可。那二十多次的村民大
会，开得异常激烈。大家围坐
在一起，各抒己见，对每一户的
情况都进行了细致地讨论。有
人对个别家庭的认定提出质
疑，郝挨平便拿出详细的调查
资料，耐心解释；有人担心政策
落实不到位，他便当场承诺，一
定会确保公平公正。

最终，436户符合条件的
贫困户确定了下来。紧接着，
郝挨平又投入到贫困户资料整
理和产业项目落实的工作中。
为了给贫困户争取更多的政策
支持和产业扶持，他频繁奔走
于各个部门之间。在他的努力
下，留村的脱贫工作逐渐步入
正轨，一个个产业项目在这片
土地上生根发芽。

2020年1月，留村顺利通过
了国务院第三方评估组的检查
验收，成功脱贫摘帽。那一刻，郝
挨平站在村口，望着村里的变
化，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郝挨平深知，要让村民过上幸福
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将目光投
向了留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决心为村民打造一个美丽宜居、富裕繁
荣的家园。

面对 7个自然村管网老化导致的
供水难题，郝挨平带领村“两委”往返县
城 23 次，争取到 20 万元专项扶贫资
金。施工期间，郝挨平常年守在施工现
场。有一次，在铺设管道时遇到了坚硬
的岩石层，施工进度受阻。郝挨平亲自
下到施工现场，和工人们一起想办法，
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找到合适的爆破
方案，成功打通了岩石层。“饮水安全是
大事，关系到每一位村民的健康，再难
也要把它做好。”郝挨平回忆说。

2022年 10月，管网改造工程顺利
完工。当清澈的自来水流入村民家中
时，村民们的喜悦溢于言表。“以前吃水
可费劲了，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
水，郝书记可帮了我们大忙！”一位村民
激动地说。

雨季过河曾是村民的“老大难”。留
村及周边几个自然村，每到雨季和农忙时
节，出行就成了大问题。由于缺少过水
桥，村民们只能蹚水过河，不仅危险，还
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郝挨平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他多方协调，争取县直各部门
的支持和资金，终于在留村、贺家坪、李
家畔等多个自然村修建了过水桥。

针对脱贫后如何持续增收的难题，

郝挨平带领村民靠山致富。根据留村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郝挨平积极
响应上级政策，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
业。2023年—2024年，在留村及周边多
个自然村栽植中药材5500亩，实施机整
地4000亩，嫁接核桃130亩。为了让村
民掌握种植技术，他邀请专家到村里举
办培训班，亲自带领村民下地实践。如
今，中药材和核桃树在这片土地上茁壮
成长，成为了村民们的“致富树”，实现
了村民和村集体收入“双增收”。

留村地处交通要道，来往车辆多，
村容村貌一度脏乱差。郝挨平决定从改
善村容村貌入手，提升村民的生活品
质。他带领村民开展环境整治行动，先
后出动装载机10台次、三轮车20辆次、
人力400余人次，清理乱堆乱放、生活垃
圾600余处，拆除违章建筑10处，改造留
村移民排水，绿化路居地广场。

在清理一处多年的垃圾堆放点
时，刺鼻的气味让很多村民都捂着鼻子
躲开了。郝挨平却二话不说，第一个拿
起铁锹，带头清理垃圾。在他的带动
下，村民们纷纷加入到清理队伍中。经
过几天的努力，垃圾堆放点变成了干净
整洁的小广场，村民们茶余饭后有了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现在村里环境变好了，我们住着
也更舒心了。郝书记为我们创造了这
么好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好好维护。”村
民张大爷感慨地说。

归乡逐梦
勇挑乡村振兴重担

情暖民心
坚守初心为民服务

实干兴村
倾心打造美丽乡村

文水文水：：万亩梨花竞相绽放万亩梨花竞相绽放 绘就春日美景绘就春日美景
随着气温逐渐回暖，文水县南安镇

万亩梨花在春风的轻抚下竞相绽放，迎
来了一年中最美的赏花季。

据了解，南安镇是我市著名的水
果产区，种植梨树已有多年历史，目前
全镇梨树种植面积达数万亩，主要品种
有酥梨、雪花梨等。每到春季，梨花盛
开的景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拍
照，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图为
摄影爱好者拍摄梨花。 梁大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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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挨平到村民家走访

▼ 伏案工作的郝挨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