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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锋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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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干脆在村民家中住了下来，先一家

家走访软磨硬泡讲道理，最后集中开

会讲政策。在她的耐心说服下，村民

思想有了转变，几天后他们扛着锄

头，热火朝天地挖起了地基。不久

后，小学建成，村里的孩子上学再也

不用跋山涉水。

初入社会的杨娟也第一次体会

到为村民做事情带来的成就感。如

今，这所学校在撤点并校后已经完成

使命，摇身一变成了河坝村村民活动

场所。

爽快做人

河坝村村民朱现翠觉得杨娟是

个温柔的人，可才说完自己就笑了，

赶紧改口：“她是个爽快的人，对，

就是爽快！”朱现翠的结论来自很多

方面，最重要的一条是“为村民办事

不拖沓”，比如引水、修路、发展

产业……

河坝村位于水田镇西北部，全

村呈狭长状，地势北高南低，一条河

穿村而过，终年流淌不息。由于水质

原因，缺水竟成了守着河流的村民最

深的痛，2013年，连村委会都没水喝

了。河坝村在喊“渴”，杨娟急得嘴

都起了泡。

她突然想起与河坝村隔着一座

大山的水田村，一位老人的地里有水

源可引，就安排村委会一名工作人员

到老人家里谈了3次，可老人是个倔

脾气，好说歹说死活不同意引水。

杨娟不服输，翻山越岭登门去

拜访老人。不想前两次都吃了闭门

羹，直到第三次她顶着热辣的太阳出

现在老人家门口时，事情终于有了转

机。老人看到她一个女同志为了大家

的事这么上心和操劳，终于同意了引

水。杨娟欣喜若狂，一路小跑回村

里，立刻与镇上协调材料，组织村里

男女老少顺着大山开挖输水沟。半个

月后，一股清澈的泉水流入干渴已久

的河坝村，村民再没为饮水问题发

过愁。

饮水问题解决了，环境卫生整

治又摆在了她的面前。2019年，水田

镇开展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按要

求，卫生厕所改造费用由政府支出，

但180元钱的材料运费得由村民自己

负责。杨娟带着村“两委”工作人员

走访一圈后得知，许多村民的态度

是：改造可以，就是不愿出钱。

工作遇阻，杨娟又犯了轴，之

后的一个月，她走村串户，不分白天

黑夜苦口婆心给村民讲解政策。公厕

改造最终得以顺利实施。后来，当地

政府把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现场推进

会定在河坝村召开。

体贴为民

村民张四菊说，杨娟是个体贴

的、会做群众工作的人。2010年，水

田镇新农村建设试点选址河坝村，按

照规定，每户补助1.2万元。贫困户

张四菊担心钱不够自己要贴钱，无论

如何不肯改建，只撂下一句话：“书

记，住不起。”

不能因为一户村民影响整个工

作进度，杨娟精打细算，想方设法节

省开支，张四菊家的房屋改造好后，

不但不用贴钱，补助款竟还剩下了

600元。几天后，不善言辞的张四菊

从自家果树上摘来了一小篮杏子，送

到村委会，非得亲眼看着杨娟吃了一

个后才转身离去。

在昭通，青壮年外出务工是当

地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今年受疫情

影响，直到前不久，河坝村外出务工

的村民才分批集中前往浙江、广州等

地。由于火车发车时间多在凌晨，出

于安全考虑，杨娟需要半夜用面包车

接上村民后，连夜送往火车站。等到

务工村民全部送完，杨娟已经来回奔

波11个夜晚。

有人着急外出务工，有人却怎

么劝也劝不出去，“因懒致贫”现象

在河坝村同样存在。此前，村里的一

名贫困户家里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

依然每天游手好闲，无论怎么劝，就

是不愿出门找活干。这名村民坚持待

在家里，怕自己媳妇跑了。可他没想

到的是，看到家里快揭不开锅，媳妇

还真跑了。后来，他抱着小孩送到村

委会，要求村委会负责，必须给个低

保。杨娟哭笑不得，之后几天，她多

次上门苦劝，让其自力更生。

前不久杨娟再次见到这位村民

时，他已经在周边村子的一个工地务

工了，他半开玩笑地说：“书记，

我现在的工资加起来，可能比你还高

呢。”随着生活好转，他的媳妇又回

来了。

务实为公

村民们还说，杨娟是个务实的人。

风风火火的杨娟干了10年村支

书，党建工作如何抓？抓什么？她心

里很清楚。这10年，杨娟边干边学，

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心得，她觉得总结

起来就一句话：“归根结底就是把

人力集中起来认真为老百姓干好事

办实事。”

如今，在河坝村，杨娟带领村

“两委”实行基层党建工作网格化，

创新开展“有事找我”党员服务活

动，实现党员对片区内群众全覆盖包

保联系，向村民发放服务联系卡，带

动广大党员力所能及为身边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

前不久的一天夜里，儿女不在

身边的村民杨德金半夜突发疾病，打

电话向杨娟求助，因为处理及时，老

人最终安然无恙。还有村民着急地打

电话过来，只是想换一个电灯泡。但

是群众工作没有小事，“灯泡不换上，

老百姓就要黑灯瞎火一阵子。”杨

娟说。

在河坝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办

事记录册已经有厚厚几本。杨娟讲起

与村民的故事，脸上总是泛起笑意。

她说，自己在党总支书记位置上干了

10年，有3点仍要始终坚持：“群众

的呼声是第一信号；群众的需求

是第一重点；群众的满意是第一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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