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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那双被他擦得乌黑铮亮视为珍宝的皮鞋，熊

兴德向记者讲起了鞋背后的故事。

2014年，石宏来到坡脚村委会驻村，发现村

民熊兴德家庭非常困难，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

有，于是送了一双皮鞋给他。“为了顾及我的面

子，一开始他没有说是他送的，而说是局里专门

慰问我的。”熊兴德说，“后来知道是他送我的，

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我

不能再拿他的东西了。”为此，石宏还找了甘登培

专门给熊兴德做工作，熊兴德才接受了那双皮鞋。

这个大伙儿心中的暖心“石大哥”也有“古

板”的时候。今年初，石宏和几个同事一起去扶

贫点，中午在路边找了家饭馆吃饭，饭后，同事

田仁梅悄悄把账结了，他却说：“我们一起吃的

饭，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出钱呢！”说着愣是要拿

100元钱给田仁梅，把田仁梅弄得哭笑不得，说

什么也不拿这钱。她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

知在石宏去世后，他的妻子又对田仁梅说起了这

件事，“我家老石说了，他还欠你100元钱，一直

都没机会还上……”

“一个从不‘打蘸水’的干部”

云南人经常用“打蘸水”来形容“作秀”、搞

形式主义。但是，无论是领导、同事，还是扶贫

地的干部群众，给石宏的评价都是“一个从不

‘打蘸水’，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好干部。”

去年 3月，文山州启动新农村建设工作后，

57岁的石宏不顾自己多病之身，主动请缨，坚决

要求到扶贫挂钩点马关县坡脚村委会开展工作。

去年 9月，文山州森林公安局扶贫挂钩点从马关

县坡脚村调整到 100公里以外的广南县黑支果

村，石宏又一次主动请缨转战。“局里考虑到他年

纪大且身体也不太好，就劝他不要去了，但是他

态度非常坚决。”文山州森林公安局政委邹学良告

诉记者。“快要退休了，他就是想再争取为群众多

做点实事。”石宏生前的同事都这么说。

谈起石宏为村里所做的事，坡脚村党总支书

记甘登培如数家珍。

坡脚村鱼塘堡村民小组 40多户人家饮水困

难，石宏跑县里、州里争取资金、物资，不到两个

月就建成了一个容积300多立方米的水池，困扰鱼

塘堡多年的人畜饮水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水池建成后，考虑到露天水池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于是石宏又协调资金给水池安装了防护栏。

为了方便养牛农户就近交易，石宏到处联

系，在坡脚村建起了大牲畜交易市场。“他不但找

来了水泥等物资，还亲自参与建设。拌水泥、搬

砖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甘登培说。如今，

坡脚村的大牲畜交易市场在当地远近闻名，每天

到那儿交易的人络绎不绝，成了当地养殖户增收

致富的重要平台。“他来驻村后，我们都把他当作

‘靠山’。如今，这座‘靠山’没了。”甘登培说。

“多好的一个人啊，怎么说走就走呢。”广南

县黑支果村老人杨光会至今仍不愿相信石宏离世

的事实。今年71岁的杨光会老人无儿无女，12岁
时生病导致双目失明，多年来一个人住在一间简

陋的小房子里，生活异常艰难。

去年 9月，在进村入户走访困难户时，石宏

停在杨光会老人的房前落泪了。“他当场就把我责

备了一番，并说无论如何都要帮助老人把房子修

一修。”村民小组长曾龙英回忆说。后来，石宏协

调了资金帮杨光会老人重新盖了一间屋子。采访

中，老人说：“以前的房子漏风又漏雨，住在里面

每天都担惊受怕。现在终于不用害怕哪天房子倒

了把我埋在里面了。”

为了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石宏呕心沥血，

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牵挂着当地建档立卡

贫困户。据驻村工作队队长岳霖回忆，今年 3月
17日是黑支果赶集的日子，来办事的群众特别

多。石宏像往常一样从早上忙到下午 6时许。吃

过晚饭后，他又和村委会文书余超一起去瓦厂村

小组做贫困户调查，忙完已是深夜。18日凌晨 1
时许，住在隔壁的岳霖接到石宏的电话，电话中

石宏虚弱地说他有些不舒服。于是，岳霖和余超

赶紧把他送到乡卫生院。医生初步诊断为心梗，

打了点滴后建议他们去州医院诊疗。病床上，石

宏还一边输液一边跟岳霖说，等从文山回来后要

去干田坝、沙坝的贫困户家中走访。

输液结束后，岳霖和余超把石宏背上救护车

准备送去州医院。可是车子才走出80米远，石宏

就皱着眉毛说：“岳霖，我不舒服！”话音刚落，

石宏就停止了呼吸。

“黑支果太远了，而且当时路也不好，到州医

院要 3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个病根本就等不起。

要是距离市区近一点也许他就不会死了。”田仁梅

遗憾地说。

留给病妻的最后一句话：那些衣服

等我回来洗

石宏走了，带着对妻子浓浓的爱和来不及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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