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黝黑的皮肤，朴素的衣着，匆忙的身
影。在凤阳县总铺镇鹿塘村，只要你提到

“老董”，保准大家会打开话匣子说个不停，
最后肯定忘不了竖起大拇指！其实“老董”
并不老，他是来自滁州市直机关工委的选派
干部，也是凤阳县总铺镇鹿塘村第一书记、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他的名字叫董伟，“老
董”是乡亲们对他的昵称，是他一千多个日
日夜夜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和群众奋战
在脱贫攻坚战一线，与鹿塘村干部群众结下
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

致富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2018年4月，董伟作为市第七批选派干
部，来到坐落在江淮分水岭分界线上的凤阳
县21个贫困村之一——总铺镇鹿塘村。驻
村伊始，他便围绕贫困户、边缘户、老党员、
老村干、残疾户、信访户等六类人员深入走
访调研，摸清贫困底细，确保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两年多时间，董伟对全村630户2526
名村民走访实现了全覆盖，每月对所有贫困
户至少走访 1 次，为他们脱贫致富出谋划
策。上门走访，他常常自费为贫困户买点
米、油等食品；贫困户生病了，他趁回滁城之
机自费为他们买药；残疾人行动不便，他协
调相关部门为他们解决轮椅。

扶贫攻坚越到最后剩下的越是难啃的
硬骨头。西怀村村民怀登先患有脑膜炎后
遗症，劳动能力差。董伟来到怀登先家时，
仰面可见房屋主体建筑大面积裂痕，站在卧
室里竟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家里连把能坐的
椅子都没有！辛酸的一幕，令董伟久久不能
平静、也不愿平静！他立即召集村“两委”干
部，商讨维修房屋事宜；亲自开车带着怀登
先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体检，帮助评残；奔
走相关部门申请低保，将该户纳入贫困户，
做到贫困户政策应享尽享。2019年底，怀登
先户顺利脱贫。怀登先的老伴流着泪说，驻
村工作队就是他们家的亲人，她把老董的照
片和家人一起，贴在家里的墙上。张下村民
组张玉坤户，户主眼睛失明多年，妻子文盲，
孩子读高三，成绩优异，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思想顾虑大。董伟多次上门，勉励孩子放下
包袱轻装上阵，迎战高考，最终孩子以优异
成绩被中南林业大学录取，但高额的教育支
出让本就生活拮据的家庭不堪重负。董伟
多方争取，帮该户申请了低保，帮孩子解决
了学费问题。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党对人
民的庄严承诺。驻村以来，董伟始终坚持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党中央的承诺，在他和
村“两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底，
鹿塘村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9000元以上，39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提前一年实现了脱贫攻
坚任务。

党旗飘扬 厚植力量之源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通过走
访调研，董伟深切感受到，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汇聚共识、凝聚力量，是脱贫攻坚最大
的保障。作为来自机关的一名党务干部，他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抓党建促脱贫为抓
手，抓班子建设，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完
善相关工作制度，带头讲党课，教育引导村
党员干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知规守纪、敢
于担当、善作善为，把村党支部打造成脱贫
攻坚的指挥部和主力军。阵地建设是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董伟驻
村以来始终放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由于资
金困难，鹿塘村党群活动中心年久失修，危

旧狭小，设备设施落后。董伟带领村“两委”
干部，千方百计争取各方力量支持，筹集资
金 100 多万元，短短一年多时间，一座占地
4.5亩，建筑面积686平方米的新时代党群服
务中心拔地而起，干成了村里多年想干的大
事，更好地搭建起为村民服务的综合性服务
平台。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脱贫攻坚重中之重，
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的重要
嵌入点。借助“党建引领助振兴、村企联建
促脱贫”三年行动计划东风，董伟推动鹿塘
村与凤阳县三家知名公司结对共建，成立联
合党支部，以村企联建、互惠双赢、长效共建
为突破口，投资400多万元建成村集体产业
项目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6年底的8
万元增长到60多万元，在总铺镇稳居第一，
在凤阳县也名列前茅。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通过狠抓党建，在鹿塘村，基层
党组织的形象和威信得到有效树立，扶贫攻
坚的力量得到空前加强，真正做到了让党旗
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高高飘扬。

两个战场 不改初心本色

董伟是一名军队转业干部，到地方先后
从事过效能建设、机关党建和纪检监察工
作。“打铁必须自身硬”是他的军人本色，更
是党性使然、职责担当。在组织送任第一次
见面会上，他就掷地有声地表态，要以军人
姿态，讲政治、守规矩，严纪律、有担当。两
年多来，他说到做到，凡是要求村干部做到
的自己带头做到，凡是要求村干部不做的自
己坚决不做。他住在村部的房间狭小、破
旧，转个身都困难，每逢雨天，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大家都劝他住到镇里，他笑笑
拒绝了。工委的领导心疼他，让他先申请点
经费维修一下，他说要把资金用到更需要的
地方。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毅
然告别妻儿，放弃春节休假回到村里，既当
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顶风雪、冒严寒，带头坚
守卡口值勤，深入农户宣讲疫情防控知识，
守护一方百姓安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他始终牢记脱贫攻坚主业主责，一边紧
抓疫情防控不放，一边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多次上门走访贫困户，与贫困户谈心交心，
商讨脱贫之策，推动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减
轻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在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两个战场上，做到了两手抓、两不误、
两促进。2020 年 2 月，董伟被凤阳县委、县
政府表彰为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驻村扶贫，只有深入其中，方知艰辛！
乡村振兴，只有融入其中，方有收获！驻村
两年多来，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雪雨，无论父
亲去世、家人远离，董伟始终奔波在脱贫攻
坚的路上。他协调各方力量，奔走有关单位
和部门，争取项目投入和资金支持，完成投
资400万元打通8公里农田水利“最后一公
里”，架设路灯66盏，修建村村组“四好公路”
4.69公里、白改黑路面3公里，为320户村民
实施厕所“旱改水”、13个村民组实施农电改
造全覆盖。一个以水利畅通、道路硬化、路
灯亮化、环境美化“四项工程”全力打造的

“新鹿塘”正呈现在村民面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老董”说：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幸赶上脱贫攻坚这趟
车，我将坚守初心，只争朝夕，苦干实干，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努
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老董”的驻村扶贫之路
——市直机关工委选派干部董伟工作纪实

○董 伟 夏志文

《凤阳古树传奇》的出版，为凤阳人民

提气！斑斓多彩的传奇故事、引人入胜的

诗词歌赋、秀丽多姿的山川河湖、绝迹隐

身的人物，都为凤阳加分添彩！“最古之

史，实为方志”。《凤阳古树传奇》不是方

志，但却能起到弘扬地方文化、凝聚人心、

淳化民风的作用。让群众有自豪感、幸福

感，这很重要，也是文学的责任担当！记

得一次在凤阳文学讲座结束后去村子里

转转，看见一家农人在场上晒豆子，走过

去闲聊一会儿，当农妇得知我们是作家

时，立刻旋风似的跑回家里拿来一本《千

古传奇说凤阳》，欣喜不已地说：可知道我

们县的作家？一个农妇，一本书，一份骄

傲！文学的力量不可小瞧！宫开理写的

书在农家的书屋里，在小岗村的学院里，

在百姓的口碑里，这就行了！这些书为凤

阳留名，为百姓提气，让更多人知道，凤阳

这座千年古城是皇家故里、歌舞之乡、山

水园林之城、改革开放的策源地！

随着时间流逝，一切美好的东西可能

都会灰飞烟灭，但书写会改变这些大家不

愿看到的窘境。《凤阳古树传奇》会把千年

的传奇故事留给后人，为子孙立志，为后人

传宝。一个地方的文化传承离不开一个甘

愿奉献、有责任担当的传承人。宫开理就

是这样一个传承人，多少年来，他把自己的

精力放在这片热土之上，不放弃、不抛弃，

初心不改，一次次地为凤阳立传书写，终于

把自己也写成了凤阳的名片！为家乡书写

是一件快乐的事，写作是一个人的修行，愿

更多的读者读到《凤阳古树传奇》这套书，

并在愉快的阅读中加深对凤阳的了解。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年悠久的

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照千秋、璀璨夺目的中

华文明，留下了繁星般闪耀的历史遗产。古

城、古村、古树、古建筑数不尽数，古树就是其

中的代表之一。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山河湖

畔、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古树，凝聚着千百年

来的自然精华、历经岁月的洗礼、穿越时空的

隔膜，是文化之脉、自然之体、生态之基、历史

之源，具有重要的生活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

值和艺术价值。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迅速推进，

村庄的转型撤并，为了脱贫攻坚，农民异地搬

迁，空心村整顿，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以及传

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许多的古

村、古树都面临着逐渐减少和消亡的窘境。如

何挖掘和保护这些历史遗存，成了摆在当下的

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宫开理

义不容辞地接下了书写凤阳古树这个任务。

2019 年的夏天，宫开理顶着盛夏的炎炎

烈日，奔走在凤阳的青山绿水、河湖溪畔、荒村

野桥、斜阳古道，客栈街巷、古刹庙堂，拜古树、

听古风、挖传奇、找故事；拍图片、寻证人、查资

料、读史记。历经几个月的实地考察和探访，

用脚力、心力、脑力、笔力，终于向社会捧出了

厚重的《凤阳古树传奇》的上下集。这不是两

本普通的书，这是宫开理同志脚踏实地、呕心

沥血走读凤阳交出的沉甸甸的果实。

《凤阳古树传奇》是一套融知识性、趣味

性、历史性、传奇性、文学性、科幻性为一体的

读本。全书以古树为载体，借树喻人，借树挖

掘出历史文化名城凤阳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

情。以树为导引，结合历史事件，写人、写树、

写奇景、写民俗风情，同时又抓住民俗风情写

史、写事、写传奇，《凤阳古树传奇》的出版，极

大地提升了凤阳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宣传了

“四色凤阳”，为历史文化名城古凤阳又增加了

一枚绚丽的金色名片！为家乡鼓与呼，为热土

留存档，宫开理功不可没！

为古树画像，为历史留名。《凤阳古树传

奇》上集书写了19棵古树，作者认真地为古树

画像。19棵古树就像19位历尽沧桑的老人，

他们各有自己的故事，各有自己的经历和曾经

的过往，他们容貌不同、经历不同、传奇也不

同，曾经的过往、千年的沧桑、烟尘逸事知多

少，尽如水流淌！风花雪月、悲欢离合、恩爱情

仇、尘世喧嚣、刀光剑影、东篱人家。吴窑古镇

的相思树，滴滴红尘相思泪，红颜薄命任牵挂；

青山的鸭脚树，为防侯景夜托梦，两救明帝建

奇功；哑巴店的黄连树，三股青烟上青天，行善

岁岁保平安；大溪河的棠梨树二郎村的银杏

树，从春秋战国的古银杏，写到600年左右的

古棠梨，从侯景写到朱元璋，传奇的不仅是古

树，更是千年烟火坎坷生生不息的古凤阳。一

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走，一棵一棵古树的采访，

与民众交流，与古树对话，于是才有了这套《凤

阳古树传奇》的诞生与出版。

作为凤阳本土作家，宫开理对凤阳有着深

厚的感情，多年来，他把自己的笔触坚实的扎

根在凤阳这片热土之上，他初心不改、不放弃、

不停笔，多年来写下了《清官宫兆麟的故事》

《中都戏剧小品》《千古传奇说凤阳》上下集、

《齐天大圣上访》《帝乡民俗风情》《清风明月》

《天河湖畔草青青》等作品。他的目光、他的

笔、他的思考，一直都在凤阳这片土地上缭

绕。凤阳这片土地，是他化不开的乡愁。《凤阳

古树传奇》这套书，就是他在为乡愁存档！大

雁南飞人含泪，青石板小街梦几回。回不去的

故乡，解不开的乡愁，一度留在游子、甚至每一

个人的心底，一条小路、一口老井、一方草垛、

一段残墙，都会勾起离人对过往的生活最美好

的回忆，这回忆是温馨的、是温暖的、是浸润心

田的，一棵树能够唤起人们对家乡的爱和惦

念，能够唤起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激情，把乡

愁变为力量和行动，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宫开

理就是通过对古树的书写来为乡愁存档，功在

当下，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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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古树传奇（续集）》宫开理/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