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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云岭村，周围山峰高耸，能“拨
云见日”。村子与所在集镇直线距离
只有两公里，曾几何时，全村进出只
有一条泥泞土路崎岖不堪，中间更有
条大河阻隔。别说产业，村子连人都
快留不住了。

2000年，杨来法刚当上村支部
书记不久，妻子要生孩子，他凭着一股
力气把妻子架到脖子上过河去医院。

也是从那时起，他下定了决心，“这辈
子，一定要把村里的设施搞好”。

至今连续当了22年的村支部书
记，杨来法在村里修了整整20年的
路。从带领几个村民钻山用铁锹、镐
头开辟一米宽的小路，第二年再拓宽
一米，第三年再拓宽一米……直到今
天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门前，他愣是
上演了一出“天堑变通途”。

2011年开始，杨来法带领着村
民逐步种核桃、栽牡丹，把土地集中
起来种植经济林。村里9名党员在
自家耕地开辟“党员带动示范田”，试
种成功后在全村进行推广，采取“合作
社+农户+科技支撑”的发展模式，村
民的经济收入大幅提高，望天收的山
坡地实现了效益翻番，到了2015年，
拨云岭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作为人社部门扶贫专干，王磊奔
忙于全市就业扶贫工作一线，既当精
准扶贫的“联络员”，又当扶贫政策的

“宣传员”，还当就业扶贫的“服务
员”。

“最难的是2018年7月份，当时
新乡市就业扶贫相对落后，我每天一
门心思研究政策，下县乡村调研。”王
磊提到，当时为打通政策落实“最后
一公里”，他们在全市527个贫困村
设置人社工作站，专门推进就业扶贫
政策落实。

“我虽年轻，但是不能输韧劲儿!
已经习惯了每天零点回家的生活，除
了疲惫，更多的是焦虑和担心，害怕
因为就业扶贫影响全市脱贫攻坚进
度。”为此，他的婚假和陪产假都未休
完，两次中途直奔一线。经过不懈努
力，2018年年底，全新乡市就业扶贫
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两年里，他主导将全市81086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信息建成就业信息
库，实现了就业扶贫“信息化”+“动态
化”。多次赴乡村基层宣讲就业扶贫、

社保扶贫相关政策，劝导全市54856
名贫困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

疫情期间，他加入“新乡市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
就业工作专班”，协调卫生、交通等部
门，组织客运包车 715 趟次，接送
1.66万名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帮助制定全市乡村公益性岗位
政策实施细则，组织县(市)区开发公
益性岗位24388个，用于安置弱劳动
力就近就业，达到乡村公益性岗位就
业扶贫托底效果。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杨来法

修路20年 带村民摘掉贫困帽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王磊

90后扶贫干部帮81086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第一次接触杨来法，是
2018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
记者听说了他与那个村庄的故
事。转眼3年，小村庄已成河南
乡村旅游代表地。再次联系时，
他还在北京接受“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表彰。他说,我做的，
都是该做的。表彰是荣誉，也是
动力。□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肖萌实习生 李文婧/文 受访者供图

就业扶贫是脱贫攻坚战艰巨的任务。为了实现扶真贫、真扶贫，扶贫干部扎根一线，为贫困群众送
上新政策、新工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王磊就是其中一员，他是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专职扶贫干部，是河南受表彰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中唯一一个90后。扶贫工作期间，他帮扶全市
81086名有劳动能力和想去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就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冯晓玉 周兰 实习生 李文靖/文 受访者供图

伴随着交通逐渐方便，深山美
景被越来越多人发现，凭借自然
生态资源、豫西传统民居、特色餐
饮等优势，无人识的小村庄，对外
吸引力不断扩大，这才是拨云岭
村最大的天然财富。

从一家农家乐，到引进旅游集
团投资，如今拨云岭村规模较大、

环境较好的民宿足足有 30 家，家
家户户都开着农家乐。去年6月1
日，村里建设的四合院作为栾川县
委党校的基层分校正式开放，成为
特色红色培训基地；老村部等旧址
改造成的三个精品酒店，又解决了
不少村民就业问题；村里各色农产
品基本上自产自销，供给游客。到

处古朴典雅的拨云岭村，去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已近30万元。

“设施越好，来旅游的人越
多，村民的收入也越多，老百姓人
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村里在
外打工的年轻人如今都回来了，
在家创业当起了老板。”杨来法告
诉记者。

2021年，乡村振兴的号角彻底
吹响，老杨又有了新的目标。“乡村振
兴得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我们目前
产业链不够长，农产品不够精，任务
还非常艰巨。今年村里要再建3个
上规模、有档次的民宿，同时以村两

委换届为契机，让我们的新干部更有
干事创业的精神，把人才留住，吸引
更多人才来到拨云岭。”

66 岁的杨来法是此次河南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中年
龄最大的一位。这位“老支书”只有

年少当兵时长时间离开过村子，除此
之外，他数十年扎根乡土。

“一辈子在村里，流过泪，受过伤，
委屈过，如今走在村里，我更多的是欣
慰。从穷山村，到文明村、富裕村，我
们一步步走过来了。”杨来法说。

“合作社+农户+科技支撑”让村民收入大幅提高

开发旅游资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近30万元

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推进乡村振兴

“我是一名90后，能够投身脱贫
攻坚事业，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是
一件幸福的事!”担重任这几年，王
磊的工作场地遍布新乡所有脱贫攻
坚任务的县市区，2020年，他走遍了
全市16个未摘帽贫困村。

一次下乡调研，王磊遇到一户
因病致贫的群众，男主人紧握他的
手感谢有政策扶持。男主人一家缺
少就业渠道和就业信息，被评上“贫
困户”后只能干着急，扶贫干部送上

的就业途径就是“及时雨”，让他们
摘掉了贫困的“帽子”，靠自己挣钱，
做踏实事。

扶贫几年间，王磊从不懂到熟
知，从青涩到稳重。他感慨道：“看
到很多贫困群众通过我们的帮助实
现就业增收脱贫，露出实打实的开
心，我的心里就有一股暖流涌过，我
们年青一代也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
为家乡作出贡献。”

脱贫不是终点，是新征程、新奋

斗的起点。“我还年轻，要时常去村里
摸排，不能因为群众脱贫了就放松，
下一步要把就业情况巩固好，有问题
及时反馈解决，让大家都能在岗位上
稳定下来。”这是他的新目标。

王磊表示，这次被评为“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是一种荣誉，但更多的
是动力，他将会继续一如既往地投
入乡村振兴事业当中去，让全市脱
贫人口能够通过稳定的就业谋幸
福。

年轻不输韧劲儿，当好“三员”是他的初心

稳岗就业不放松，是他奋斗的新方向

人人追追梦梦扶贫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