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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多个日夜、80多万字的扶贫日志、30多个扶贫项目、1200多万扶贫资
金……淄博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昌法先后在博山区上小峰
村、西沙井村，沂源县石柱村，淄川区东东峪村4个山区村担任“第一书记”，9年
时间里，坚守初心、默默耕耘，最终帮上述各村摘掉了“穷帽子”。2021年2月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第一书记”刘昌
法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不不做做“飞蝗”做“蚯蚓”

山村的清晨，太阳慢悠悠地爬
上山头。从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回来不久的刘昌法，匆忙
对付了几口早饭，看着手中皱巴巴
不知被叠过多少次的纸条，又“动
起了脑筋”。春天各色山花渐渐盛
开，游客日渐增多，他得再多去转
转，东东峪村酒坊一条街的建设进
度得加快了。

一支签字笔、一张叠起来的
纸、几百元钱和一沓便民联系卡，
这些是刘昌法工作的“秘密武器”，
每次出门都随身揣好，无一例外。

3月24日，走在村里的青石路
上，刘昌法和农忙路过的村民热
情地打着招呼。9年来，在帮包扶
贫的工作中、在村民的家长里短
中，刘昌法已经把根深深地扎进
了农村的泥土里。

“那会儿初到上小峰村时，村
民们只知道上面下来个‘镀金’的
干部，待几天就走了，便都私底下
叫我‘飞蝗’。”面对老百姓的质疑，
刘昌法并不辩解，他暗下决心：一
定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想出法
子，干出样子。

在驻博山区上小峰村的3年时
间里，刘昌法搞调研、捋思路、求亲
戚、托朋友、访部门、跑项目、拉资
金，建设实施了拦河塘坝、道路硬
化、照明设施、乡村旅游、环卫设
施、环境综合整治等10余个惠民项
目，改善村民生活，实现村民增收，
拓宽了村庄的富裕路。刘昌法也
在任期将满时迎来了印有43位村
民代表鲜红手印的挽留信，全体村
民恳求上级把他们这位好书记留
下来。

“要想赢得群众认可，必须主
动融入、真蹲实驻、带头苦干才
行。”在多年做好驻村帮扶工作过
程中，刘昌法总结出“走”“看”

“说”三字经验，努力在融入农村、
融入百姓上下功夫，用心用情用
力，不断密切与农民群众的感情
和联系。

在后续的帮扶中，吃住不离
村、早出伴晚归、挨家挨户上门走
访成了他的工作常态。2019年7
月30日，刘昌法来到淄川区东东峪
村担任“第一书记”。从这天下午
起，他就装上一支签字笔、一叠联
系卡、一张叠得手机壳能够盛下的
小纸片，还有几百元钱，开始在这
个村的走访工作。

从庄南到庄北，从村东到村
西，凡是在家的农户，刘昌法一户
一户拜访，仔仔细细地把情况记
在纸片上、记在脑海里，夜深人静
的时候再结合自己的认识整理到
工作日志上。在路上碰到坐在路
边乘凉拉呱的大爷大娘时，他主
动上前坐在石块上跟他们作自我
介绍，嘘寒问暖。遇到群众反映
的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他单独
记下来，第二天反馈给村干部或
与村干部直接到现场解决。

“在台风‘利奇马’暴雨来临
前，全村300多户人家我粗略跑了
一遍。”无论在哪个村子帮扶，刘
昌法经常满身尘土、一脚泥，他说
这才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工作状
态。渐渐地，村民们把他比作“蚯
蚓”。他就是这块贫困土地上的
蚯蚓，松了贫困的土，拔掉了贫困
的根。

“东东峪村盛产杏
子、柿子等林果，村民大
多有酿酒的习惯，在充
分利用泉水资源的基础
上，打造酒坊一条街，支
持村民酿酒卖酒。”路边
的酒坊正在施工，刘昌
法简单嘱咐了几句就继
续在村中走访。临近中
午，碰到村民杜元富时，
两 人 紧 握 双 手 寒 暄
起来。

65岁的杜元富患有
脑血栓和心脏病，每年
仅用药花费就1万余元。
刘昌法时常去探望他。
村里把他家靠路边的房
子做了改造，让腿脚不
便的他卖些烟酒糖茶补
贴家用。去年8月，杜元
富生病住院，刘昌法去
看望并留下几百元给他
补身子。

“基层扶贫工作就
得像走亲戚那样多往老
乡家里跑，才能吃透村
情、了解民生，想群众所
想，办群众所需，解群众
所难。”来到老乡家中，
特别是到那些残疾人、
老年人、困难户屋里之
后，摸一摸他们睡觉的
炕铺，掀一掀灶台上的

锅盖，已经成了刘昌法
的习惯性动作。

回想起之前驻村的
一些人和事，刘昌法感
慨颇多。

刚到博山区西沙井
村不久，有群众在反映
低保问题时提到一位
88岁高龄的老人。老
人患有脑血栓、阿尔茨
海默病等病症，长期需
要人照料。刘昌法前去
走访时，老人被女儿接
去邻近的老姑峪村的家
里，他想都没想就步行
几里路去了一趟，并给
老人留下了100元。“没
想到，就这么一点小事，
在全村广为传扬。”刘昌
法说。

刘昌法一直在努力
成为百姓的“贴心人”。
要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首先必须
解决好与群众感情“十万
八千里”的问题，要深入
了解群众疾苦，全面分
析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状
况，把准群众所思所想
所盼，真正把群众呼声
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
需求当作第一选择，把
群 众 满 意 当 作 第 一

标准。
2017年7月，刘昌法

刚到石柱村不久，在走
访时，发现路边一堆鲜
桃无人要，就问路边干
活的老乡，得知原来是
运输中道路坑洼不平从
三轮车上颠翻下来摔坏
的。石柱村以种植桃和
苹果为主，到鲜果成熟
的季节，由于村里连条
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
运输全靠车推肩挑背
扛，费时费力。磕了碰
了的水果收购商就不
要。这件事对刘昌法的
刺激很大，于是他下定
决心要让村民走上硬化
路。在有关部门大力支
持下，他为石柱村先后
硬化道路5条近4公里，
让老百姓走上了平坦的
水泥路。

咬咬定定青青山山不不放放松松
九九载载风风雨雨固固守守初初心心

九九载载风风雨雨兼兼程程、、九九载载用用心心帮帮
扶扶，，刘刘昌昌法法扎扎根根山山村村僻僻壤壤，，情情系系贫贫
困困群群众众，，在在希希望望的的田田野野上上洒洒下下汗汗
水水、、付付出出心心血血、、播播种种希希望望。。

22001122年年，，4499岁岁的的刘刘昌昌法法接接到到
驻驻村村通通知知时时在在日日记记本本上上写写道道：：““今今
天天，，是是我我人人生生中中的的又又一一次次重重要要选选
择择。。2288年年前前，，警警校校毕毕业业，，我我自自愿愿报报
名名到到桓桓台台工工作作，，成成为为我我踏踏进进社社会会
大大门门的的第第一一次次选选择择。。在在我我接接近近知知
天天命命之之年年，，面面临临提提前前离离岗岗，，又又作作出出
了了人人生生后后半半段段最最重重要要的的一一次次选选
择择，，我我要要到到农农村村去去脚脚踏踏实实地地、、扎扎扎扎
实实实实干干点点实实际际工工作作，，即即使使干干不不了了
大大事事，，至至少少也也能能实实实实在在在在为为老老百百
姓姓做做一一点点实实事事，，不不枉枉多多年年来来党党和和
人人民民的的培培养养教教育育。。””

在上小峰村时，刘昌法每次往
返都要经过焦裕禄纪念馆，他时时
提醒自己要做一名焦裕禄式的好
干部。9年间，他带领4个村的700
多名贫困群众实现了稳定脱贫，一
个个贫困村成功脱帽变成富裕村，
一个个落后村庄变成模范村，老百
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年如一日，带头苦干的他足
迹遍及帮包村的家家户户、角角落
落，10余本共80多万字的驻村日记
写着民情、记着民意，条条是实事，
桩桩涉民生，句句透真情。

时光荏苒，2021年的春天，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已近
花甲之年的刘昌法激情不减、动力
十足，他动情地说：“我愿做一条蚯
蚓，在贫瘠的泥土里耕耘，让这片
土地肥沃起来，为百姓带来丰收的
年景。我舍不得停下自己的脚步，
只有留任、留任、再留任。”

在刘昌法深邃的眼眸中，泉
水叮咚的东东峪并不是他工作的
终点，而是一个迈向乡村振兴的
新起点。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良栋

怀揣“秘密武器”
“蚯蚓书记”拔穷根

———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刘昌法

老百姓的“贴心人”

2012年5月16日，博山区池上镇上小峰村，刘昌法离开村民家时，村
民依依不舍。 资料照片

东东峪村完善的配套设施是
它备受游客青睐的原因之一。

东东峪村叮咚小院精品民宿

一枝一叶总关情

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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