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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愿做扶贫帮困传递幸福的热心人

■ 钟佩玲 / 口述　魏斌、秦俊华 / 整理

采访对象：钟佩玲

采 访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

采访地点：舟山市普陀

区六横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人物简介：

钟佩玲，女，汉族，中共

党员。1985 年 9 月出生于

浙江省普陀县沈家门镇（今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

2007 年大学毕业，同年通

过组织考试考察等环节被正式选派到六横镇龙山社区出任大学生村官，

2012 年 7 月担任龙山社区党工委委员，2014 年 8 月正式成为一名扶贫干

部，现任舟山群岛新区六横管理委员会社会发展局大社保工作科科长。

在 7 年的扶贫工作期间，她主动服务困难群众，精准帮扶困难群众，

关心关爱困难家庭，做好群众贴心亲人，为困难群众开启了“幸福之门”。

2020 年六横镇的困难人口全部实现了脱贫。2021 年 2 月，钟佩玲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钟佩玲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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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于 2007 年大学毕业，同年通过组织考试考察等环节被正式选派到

六横镇龙山社区出任大学生村官一职，2012 年 7 月担任龙山社区党工委

委员，主要负责党建、组织、精神文明建设、文秘等相关工作。2014 年 8 月

正式成为一名扶贫干部，现任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六横管理委员会社会发

展局大社保工作科科长。我从大学刚毕业就一直扎根在农村，从一名大

学生村官成长为一名扶贫干部，已经在农村工作了 14 年（其中做扶贫工

作 7 年），这些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二

2008 年 2 月，因原扶贫干部休产假，组织上派遣我去六横镇政府社发

处开展扶贫工作，担任社会救助管理员一职。新的工作岗位和我当时在

社区所开展的工作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村官，能有

这样多岗位锻炼的机会，我非常珍惜。在高兴能够得到组织和领导的信

任以及给予锻炼机会的同时，我感觉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在前往借调锻

炼前我积极了解该工作的相关内容，感受到这是一份为民服务的非常“接

地气”的工作，心中由衷升起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在我交接完社区的工

作后便赴镇政府社会救助部门展开了我借调锻炼的时光。

从 2008 年 2 月至 2008 年 6 月，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以一名扶贫

干部的身份和当时社发处的其他同志一起奔走在六横的各个村（社），在深

入基层开展工作并且切身体会那些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和生活困苦的困难

群众时，我的内心是被震撼到的，常常是来到一户群众家庭看到群众的具

体情况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但我知道眼泪是没有用的，我严格要求

自己像一个亲人一样去对待困难群众，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努力把扶贫工

作做好。

四个月的借调锻炼时光结束后，我非常不舍地离开了扶贫岗位。我

曾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希望能够继续留在扶贫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广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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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服务，但是因为当时镇政府人员岗位排编已满，所以我未能继续留下

来为困难群众服务。

四个月的借调锻炼工作让我的“扶贫生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扶贫

的种子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回到原岗位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想起那段扶

贫时光，也许是因为那段借调的时光，对于当时龙山社区的困难群众我也

给予了更多的关心，每逢重要的节日，我会跟随社区的领导一起去走访困

难党员、困难群众，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继续为困难群众服务，

实实在在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三

2014 年 8 月，组织上正式选派我去负责乡村扶贫工作。当接到这个

消息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激动愉悦的，我终于实现了继续为困难群众服务

的愿望，颇有缘分的是在正式走上扶贫岗位上的我，担任的还是之前借调

锻炼的那个社会救助管理员一职。我给自己立下了明确的目标，我要在

最短的时间内高效熟悉所有的救助政策，并且能够熟练运用，可以迅速为

群众答疑解惑，同时我还要做到嘴勤，脚勤，做到“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

百家难，暖百家心”，只有坚持这样的工作态度，才对得起党组织对我的高

度信任，群众才能满意，党组织才能放心。

同年 12 月，六横镇社发处社救科合并，设立了大社保工作科，我就被

派到大社保工作科开展扶贫工作，于 2016 年 3 月开始担任大社保工作科

副科长，分管科室社会救助工作，2017 年 7 月担任大社保工作科科长。从

当初的四个月借调锻炼埋下扶贫济困的种子再到 2014 年 8 月正式开展扶

贫工作至今，我在扶贫的工作岗位上走过了 7 年多的时光。

六横镇共有 35 个村（居），在册户籍人口约 6.5 万人。我们将精准扶

贫分成四类：五保户，低保户，低保边缘户，以及从 2016 年残联实施的“残

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补贴

对象，2014 年的贫困人口大约是 700 户、2500 人。

随着六横镇政府将符合条件的困难户纳入到了兜底保障系统以来，

至 2020 年底，全镇有低保低边户 703 户，持证残疾人 2196 人，有 467 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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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残疾人享受困难生活补贴，1003 名

重度残疾人享受护理补贴，有 68 名

学子顺利完成了学业，募集善款 200

万元用于救助困难户，也就是说六横

的贫困人口已经全部实现了脱贫。

困难户的最低生活保障已经得到了

有效解决，受助困难户的压力大幅度

减轻，生活水平明显好转。享受相关

救助政策的低保低边户以及残疾人

的生活及医疗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他们逐渐建立起了对未来生活的信

心。

2014 年以来我们累计为约 3000

户次困难家庭申请了补助资金，累计

发放各类救助金 1000 余万元。我们

在开展救助工作过程中全部做到了

公开、公正、透明，所有的施保对象都做到了长期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实

实在在地把国家的救助资金花在了“刀刃”上。

在这 3000 余次的困难救助申请中，我们扶贫干部全部做到了实地调

查取证，从第一线掌握困难群众的实际资料，为扶贫救助提供了真实有效

的材料支撑。由于六横镇辖区范围较广，人口基数大，相应地困难户人数

也较多，当时年均 300 户的困难户需要调查走访。近年来，由于六横镇的

交通建设发展得到很大的提升，交通的便利条件使得进村入户调查走访

更加快捷有效。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工作，六横镇目前的困难群众已经全部被纳入到

了兜底保障体系。在扶贫工作上，为了让困难群众能够在第一时间享受

到扶助待遇，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赶往各村（居）困难户家中了解情况。这

些年来，无论严寒酷暑，无论刮风下雨，我们都行走在基层一线，六横的乡

村小道上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因为走访体量大，调查内容多，几天下来

身体就感到疲惫，脚上也时常磨出水泡，但想到能为困难群众解除后顾之

钟佩玲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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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里也觉得比较欣慰。7 年来，我们把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奔走在了

乡村一线，和群众“面对面、心贴心”交谈，做群众的贴心人。

四

我所在科室还承担着残疾人服务、劳动保障、社保、医保、退役军人事

务等其他工作内容，所以工作时间紧，压力大，责任重，加班加点是常事，

在脱贫攻坚这段时期，有几次我们都是加班到凌晨，但我们的这些压力和

困难群众所承受的身体及生活的双重不幸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压力就

是动力，为困难群众减轻生活的重担是我们前进的不懈动力和力量，当看

到困难群众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看到生活的希望时，我们觉得一切辛苦和

付出都是值得的。

为了更加切实地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免于奔波办理申请救

助，我们实现了救助申请“跑零次”，申请事宜可由村干部“代为跑腿”。自

2014 年大社保成立以来已经为 3000 余户困难户提供了服务，做到了“让

群众动动嘴，让干部跑跑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救助申请。为了能让

群众享受到更多的方便，在我们调查入户前我们会仔细审核材料，如果群

众的有些材料并没有上交完整，我们会带着相关的申报表照常入户调查，

调查结束带回，做到了“容缺受理”，为的就是缩短群众享受优惠政策的时

间，也免于来回奔波的辛劳。

因为申请救助的多为困难户或残疾人，他们跑一趟镇级部门也不方

便。自 2019 年 6 月开始，我们镇在全区首先实现了低保户水电费费用减

免申请“跑零次”，通过窗口工作人员与水电部门的数据对接，实现水电费

减免。按照以往，这些都是需要困难群众持证自行前往水电公司办理相

关业务的。现在窗口实现了这个便民业务，让困难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便利，让补贴主动“找上了门”。从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累计

为 65 户困难户办理了水电费减免申请，让群众足不出户轻轻松松享受到

实惠。

2018 年，普陀海岛第一家“残疾人之家”在六横镇台门揭牌成立。“残

疾人之家”总投资 30 万元，占地 400 平方米，设有独立的康复室、工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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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室等，配备两名专职管理人员。“残疾人之家”共收容了 19 名残疾人

群众，他们大部分都是精神、智力残疾人，他们刚来托养中心的时候，有很

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残疾人之家”的细心照顾和教导下，他们

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还学会了做各种手工制品。这些残疾人员

从刚开始的性格内向到现在的乐观向上，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每逢

中国传统节日，我们都会前往探望，陪伴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

节日。

虽然他们的平均年龄在 40 岁以上，但因为智力、精神的残疾，他们有

的看起来像一个个听话的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亲切地和他们交谈，一起欢

度佳节。在我们眼里，我们把他们当作同样渴望被关爱被认同的孩子。

每一年，我们都会组织残疾人家属前来“残疾人之家”看望自己的亲人在

这里的生活情况，感受他们的惊喜变化。亲属们安静认真地看着自己的

亲人表演节目，制作手工艺品，眼泛泪花，内心的激动欢愉无以表达，朴实

无华的感激化作一句发自内心的朴素的话：感谢党，感谢政府！

现在“残疾人之家”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第二个家”，每当节假日

的时候，他们也总是依依不舍地离开，盼望着早点“开工”，和老师和学员

欢聚一堂。在他们心中，当下的时光已经不再变得那么漫长和迷茫，残疾

人的世界每天也有了期盼和希望。经过三年时间的努力，“残疾人之家”

的发展已经踏上了正轨，下一步我们准备将通过直播带货、爱心助力等渠

道将他们亲手制作的手工制品进行售卖，将售卖所得全部返送给残疾人

朋友，让他们体会到劳动的乐趣，提升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

今天我们能够取得全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光靠我一个人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扶贫路上，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团结协作，才是取

得成功的关键。在我 7 年的扶贫路上，我们科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协作，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在上级相关部门，

在六横管委会、六横镇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群

众“做好事，办实事”，在基层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2017 年 10 月，我们六横镇大社保工作科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分为了两

部分，一处设在镇政府一楼办公，负责日常走访、群众接待以及上交下传

等，一处设在六横办证中心大厅窗口，开展群众业务办理。我们科室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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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服务准则，严禁让群众办事跑两次，群众的材料全部由我们基层干部完

成递交。自大社保成立特别是“最多跑一次”及“数字化改革”工作开展

以来，窗口的 86 项审批业务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甚至“跑零次”。所

有的救助业务全部实现“跑零次”，受到群众的信任和称赞。

自 2014 年以来六横镇开始率先在普陀海岛实现为群众代办“医保报

销”业务，群众无需乘船出岛就可以实现医药费报销，报销全程由大社保

工作科工作人员代办，实实在在为海岛的群众带去了福音，至 2020 年 12

月，累计办理 5852 件。

2021 年 4 月，六横镇在普陀区海岛率先实现企业职工工伤认定及伤

残鉴定业务办理，企业职工无需出岛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半年间，累计

为海岛企业职工办理工伤受理 105 件。为了更加高效地为群众服务，我们

的窗口工作人员全部实现业务互通，全程通办，点点滴滴为群众服务的暖

心事项得到了群众的高度好评。

五

习近平总书记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没有人民

群众，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扶贫

工作是一项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我们面对的都是因病因残导致家庭生

活困难的群众。群众工作能不能做好，关键就看我们是不是做到“串百家

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只有坚持这样的工作态度，群众才能

满意，党组织才能放心。我们要把群众的一点一滴放在心上，对群众来说，

他们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群众事，无小事，哪怕是举手

之劳，我们都应该认真去履行。

当我们在开展入户调查的时候，我们时刻谨记自己不仅是一名扶贫

干部，更要把自己当作群众的贴心人，我们非常注重和群众“唠家常”，以

一个亲人的身份去对待每一位群众，站在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感同身

受。我们需要投入很多的热情和耐心，倾听群众的心声，“想群众所想，急

群众所急”，实实在在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在六横有一户困难群众，男户主因突发脑疾失去劳动能力生活无法



49

小
岛
流
韵

自理。同年他们的女儿考入了大学，生活陷入困境，他们的女儿有辍学外

出打工的想法。我们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入户调查。当女主人看到我们

扶贫干部出现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她话未出口眼泪已流下来了，我细心

询问了生活无法自理的男户主的病情，并拥抱了女主人，告诉她：大姐，未

来还是有希望的。女儿正在急切地等待着家人的支持，女儿的未来就是

整个家庭的希望。我握着她的手鼓励她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你们一定要

重新振作起来。在符合救助条件下给他办理了低保户，同时帮助他女儿

申请办理了助学金，在其大学期间，我们一共为其申请了 3 万元助学金，

并且为男户主的妻子在家门口找了一份工作。去年，好消息传来，他们的

女儿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宁波一家医院，成了一名医生。2020 年，这位大姐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需要申请一把残疾人轮椅，我深知他们的家庭情况，

第一时间把轮椅送到了她的家里。大姐看到我们工作人员亲自把轮椅送

上了门，言语中透露出满心的欢喜和感谢。现在看到女户主，她的脸上总

钟佩玲与村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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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放着光彩，挂着微笑，每次谈及我们六横镇政府的帮助和扶持，这位大

姐总是热泪盈眶，她感谢道：“生活的好转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是六横一位出了严重车祸

的困难群众。2018 年，当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看望的时候，院门打开，我看

到一位老婆婆在拿着扫帚扫地，她弓着背，眼里满是疲惫和担忧，村文书

告诉我自从她儿子出事后一夜间就老了，背也一下子驼了。出事的男主人

离异带着上高中的儿子，靠年迈的老母亲照料，生活异常艰难。我看到在

一楼右边狭小的房间内摆着一张护理床，出了车祸的男主人紧闭双眼，没

有任何知觉地躺着，他瘦骨嶙峋，浑身都插着管子，每天靠进流食维持着

微弱的生命气息，这位 70 多岁的老母亲在他耳边重复地大声喊着：“孩子，

你快睁开眼睛看看，镇里的领导来看望你了！”但是男户主没有一点点反

应，只有两行眼泪从眼角滑落。尽管我在出发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

是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喉咙像被一块硬石堵住了，竟然好半晌发不出声

音，我感受到了这个家庭深深的痛苦。

回到办公室，我们为这个家庭办理了低保户，同时办理了扶贫结对手

续，第二年，男户主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去世了。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内

心是无比难过的，在我经历的 7 年的扶贫生涯，最难受的是那些困难群众

的过世，他们当中有很多还是有着灿烂的年华。我想只有尽自己的所有

努力帮助他们度过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不辜负扶贫干部朴素而神圣的

使命。

六

扶贫工作不仅要做到扶贫，还要做到“精准”，只有我们足够了解困难

户的具体实际情况，才能精准、有效地帮助到他们。一年 365 天，我们把

大部分的时间和汗水都挥洒在了进村入户的第一线，对每个救助对象的

情况都进行细致的调查摸底，对每家每户的真实需求记录在册，同时将所

有的低保低边户名单在镇政府以及村（居）公示栏进行长期公示，接受群

众的监督，所有批准的施保对象都做到了“阳光施保”。

目前从六横实际情况来看，致贫原因主要是因病致贫、因残致贫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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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劳动力等特殊因素。因病致贫的家庭多为家庭成员身患各种重大疾病，

无法参加劳动，造成家庭经济背负巨大压力。因残致贫的因先天或后天

残疾导致劳动力丧失，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多为年老

体弱的五保户，他们未婚无子女，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这些家庭在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或者是永久性都无法靠自身努力来实现脱贫，无

法实现从输血式脱贫向造血式脱贫的转变，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

觉得当前我们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我们还是要仍然

紧绷神经，继续关注这些困难户的动态情况，一是严格落实各类保障政策

的实施和落实，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户及时享受到救助。二是实施困难户

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阳光施保”，防止困难户出现返贫现象。三是

为有潜在劳动力的困难家庭提供就业帮扶，实现“输血式脱贫”向“造血

式脱贫”的转变。

七

我所在的科室于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获得“普陀区群众满意基

层科室示范单位”、2019 年获得“2018 年度舟山市扶贫开发工作先进集

体”“全省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基层调解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我个

人也于 2019 年被评为“舟山市先进扶贫个人”、2021 年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及“浙江省扶贫开发成绩突出个人”等荣誉称号。

当前，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作为基层扶贫干部，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续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人民利益

为重，知民情、重民意、急民需、解民忧，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实

利、求实效，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