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马清明

“我们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 有4000户收入过万元， 全县
农村人均纯收入达10700元。” 说
起河北赤城县扶贫攻坚、 贫困户
的情况， 徐冰豪情满怀。

找准关键点
让村民脱贫致富

两年前， 徐冰的身份发生了
一 次 转 变 ， 从 海 淀 区 海 淀 镇
协 助 镇长分管综合治理办公室
的 干 部 变 成 了 河 北 赤 城 县 专
职 分 管扶贫工作的副县长 。 他
是2016年海淀区与赤城县两地签
署 《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 后的
第一批扶贫干部。 对他来说， 驻
村扶贫不仅是一项工作， 更是一
份责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
了把赤城县的情况弄清楚， 徐冰
上 任 之 初 ，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逐
户 走 访调查 ， 深入了解贫困户
基本情况， 之后建档立卡， 制定
帮扶计划。

通过调研， 他了解到， 针对
茨营子乡这一个乡镇来说， 就有
贫困村12个 ， 建档立卡贫困户
1444户， 3024人。 帮扶这样的贫
困乡镇， 难度较大， 需要下大力
气、 真功夫。 怎样带领他们脱贫
致富？ 徐冰心情很沉重， 觉得脱
贫攻坚迫在眉睫。

在走访慰问村里的老弱病残
困难户之时， 徐冰眼看他们生活
之艰难， 一方面自己出钱购物尽
力帮扶， 另一方面对那些家里没
有任何劳动力的贫困家庭， 他将
低保等政策落到实处， 通过政策
兜底， 让贫困户的政策性收入达
到贫困线以上。 他深知这些资金
和物资， 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
无法为贫困村长远发展提供持续
动力。 因此， 如何帮助村民高效
快速脱贫， 一直是徐冰考虑得最
多的一件事。

按照徐冰的扶贫思路， 最重
要的事情就是产业扶贫。 在他眼
里， 盖房子、 给钱并不能长久解

决当地的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的
核心在于把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
扶贫相结合。 因此， 徐冰充分挖
掘和利用外部资源， 不断丰富帮
扶手段， 积极寻找产业支撑， 让
村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入股、 打
工、 分红， 让他们享受到政策红
利。 经过多次走访调查， 徐冰找
到了突破口， 那就是因地制宜，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把贫困村产
业培育和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结
合起来。

开发特色产业
打造产业扶贫新格局

在总面积5287平方公里的赤
城县境内， 据不完全统计， 大大
小小的沟沟壑壑有3000多条。 这
些山沟初看一样， 但深入细看又
各有千秋。 结合本地实际， 徐冰
表示 ， 采用 “沟域经济特色开
发” 模式， 助力全县脱贫攻坚关

键节点再发力。
比如， 赤城镇浩门岭村位于

县城西南8.5公里处， 全村192户
424人， 但旧村常住仅38户68人，
村庄空置率高达69%。 为解决这
一问题， 该村利用优质的生态环
境、 区位优势和大量闲置的宅基
地资源， 引进国奥 （北京） 文化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实施的冬奥铭
悦乡居小镇项目 。 该项目采用
“党支部+合作社 ” 模式 ， 村民
和村集体享有项目资产所有权，
企业进行投资和运营管理。 项目
运营过程中可解决当地村民就业
70人至100人， 村民还能以土地
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分红。 如今
沟域经济特色小镇， 在赤城如雨
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徐冰介绍，
赤城县先后与首农集团、 国奥文
投等公司合作， 采取易地搬迁、
联村并建、 整治提升和宅基地利
用等方式， 通过市场化手段， 加
快推进61个 “空心村” 治理， 新

雪国度假小镇等多个特色小镇正
在抓紧建设。

徐冰表示， 像这样的脱贫攻
坚战也并非一帆风顺。 从打消村
民的疑虑， 到成功流转几百亩土
地， 再到产业项目落地……资金
短缺是当务之急面临的一个最大
的问题。

怎么办？ 徐冰到处引资跑项
目， 多方面想办法， 充分利用自
身在北京的人脉关系， 借助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东风， 积极争取北
京市有关单位的帮扶支持。 经不
懈努力， 他多次邀请北京海淀区
工商联领导来调研指导， 成功促
成了双方的帮扶对接， 并签订了
对接帮扶协议书。 很快， 北京市
海淀区工商联帮扶资金32万元到
账了。

争取到了 “第一桶金”， 徐
冰先是将其中的20万元用于扶持
茨营子乡西沟村梨枣种植项目 ，
用西沟村支部书记刘清江的话
说， 此项目彻底奠定 了 该 村 扶
贫 产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道 路 ；
10万 元 支 持 茨 丰 农 业 科 技 合
作社改善大棚冬季取暖设备 ，
增 加 特 色 农 产 品 产 量 ， 确 保
产 品成活率 ； 1.1万元为罗车铺
村和东半沟村打机井一眼， 彻底
解决了两村的饮水困难问题。 看
着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微笑， 听着
村民们高呼 “党的扶贫政策好、
共产党好” 声音， 徐冰感觉责任
更加重大。

驻村扶贫两年来， 徐冰将全
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扶贫工
作中， 他说， 家人也为自己的扶
贫成绩感到骄傲。 目前， 赤城已
形成杂粮杂豆、 食用菌、 林果、
中药材、 特色养殖5个特色种养
产业， 以及 “2环3带18个示范基
地50家龙头企业” 的产业扶贫新
格局， 实现户有增收项目、 村有
致富产业、 乡有示范园区、 县有
特色经济。

此外， 依托区位、 资源、 生
态优势， 赤城县大力发展全域旅
游， 打造 “京城北大门” “关外
第一泉”、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
海陀等旅游品牌， 平均每年吸引

京津等地游客上百万人次。

扶贫路上留下足迹
只为站好最后一班岗

扶贫工作千丝万缕， 而且每
一件都是重中之重， 徐冰丝毫不
能懈怠， 经常要同时落实七八件
工作任务。 徐冰介绍， 把创业户
放到产业链上、 把留守户放到公
益岗上 、 把困难户放到保障线
上， 这是赤城抓实产业就业扶贫
的思路， 也是他最劳心费神的关
注点。 努力终有回报， 眼下赤城
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围绕首都
“两区” 建设， 赤城设置生态护
林员、 卫生保洁员、 河湖巡查员
“三员” 岗位16859个， 让贫困群
众在生态保护中获益， 在获益中
实现生态保护； 完善贫困人口就
业 “一台账四清单”， 建立县乡
村 “三级劳务输出网络”， 打造
“赤城司炉工 ” 等劳务品牌， 推
动在京就业2.31万人。

提起赤城县的发展和变化 ，
徐冰如数家珍。 2018年， 赤城县
的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 全
县共有135个村、 11359人精准脱
贫出列， 贫困发生率降至2.69%。
今年以来， 面对县级财力弱、 产
业水平低、 农村基础设施差的县
情实际和点多、 面广、 程度深的
贫困状况， 赤城又精准施策， 确
保贫困村全部出列， 将贫困发生
率降到1%以下 。 特别是茨营子
乡， 在徐冰的带领下， 完成整村
脱贫退出4个村， 分别是庄户梁、
瓦房沟、 罗车铺、 西沟； 完成精
准脱贫96户、 107人 ， 剩余贫困
户32户、 43人， 全乡贫困发生率
降至0.4%。

可以说， 中国的脱贫攻坚工
程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而在这项波澜壮阔的工
程中 ， 离不开无数人不懈的努
力。 对徐冰来说， 两年的时间能
够为赤城做出的贡献是有限的，
但是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徐冰挂职要结束时赤城基本实现
脱贫了。 徐冰表示， 他会 “站好
扶贫最后一班岗”。

□本报记者 石海芹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胡京成

十年前， 怀揣着法律硕士学
位证书的马清明， 告别了曾经挑
灯夜读、 刻苦钻研的校园， 入职
石景山区司法局， 并在通过全国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后成为一
名律师， 实现了他上初中时就有
的梦想 。 从事专业法律工作以
来， 无论是做公职律师， 还是担
任石景山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始终以一个法律人的道德和良
知， 为法治进步奉献着自己的力
量。 他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
赢得了业内人士和社会的认可，
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法律援助工作
先进个人， 石景山区法律援助中
心也两次被评为北京市法律援助
模范集体。

马清明受理过一起张某故意
伤害案， 这是一起因为邻里纠纷
引发的普通刑事案件。 某女士停
在小区里的汽车玻璃被砸， 她怀
疑是邻居张某所为， 便在楼下指
桑骂槐 。 张某认为她是在骂自
己， 与其发生争吵进而拿砖头把
她打伤致手部骨折。 该女士报警
后， 派出所民警前来处理此事。

由于张某属于精神残疾人，
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足够的认识，
认为是对方先骂人自己才动了
手， 见到警察来了又非常害怕，
不知道会承担什么后果， 如果判
了刑会关进去多少年。 因此本案
的重点是帮助张某克服恐惧心
理。 为此， 马清明对其做了大量
的心理疏导和法律解释工作， 打
消了其原有的诸多顾虑， 从而配
合法庭的调查和案件的审理。

在马清明与张某的多次会见
中， 由其父作为监护人始终全程
陪同， 听取嫌疑人供述的基础之
上， 马清明详细审阅了多达五六
百页的案卷材料， 结合有关法律
规定， 提出了从轻辩护， 辩护意
见得到了法官的认可， 最终张某

被判处拘役六个月 ， 缓刑六个
月。 听到了判决， 张某当庭向辩
护律师马清明表示感谢。 其父母
和亲属也对此次法律援助结果十
分满意。

“我们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职
责， 就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
民获得必要的法律帮助， 为他们
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 刑事辩护
等无偿法律服务 。” 马清明说 ，
前来寻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大
多是弱势群体， 我们受理的任何
一个案子都必须认真去办理， 用
心去办理才行， 因为很多案件都
隐藏了巨大的案件线索， 抽丝剥
茧精准把握住了， 才可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理想效果。

律师工作需要的是平时的积

累， 马清明在平时注重专业知识
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的总结， 曾经
在企业工作多年的经历， 也为他
开展法律援助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十年来， 马清明先后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200多件， 其中民事
案件140多件， 刑事案件70多件。
接待法律咨询近万人， 开展专题
讲座40多场次， 接受普法的群众
近3000人次， 发放宣传材料4000
多份， 满足了前来求助群众的法
律需求。

展望未来， 马清明充满了信
心。 他希望， 通过他们的力量，
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得到帮助， 他
们也将带着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的使命， 让法治的阳光播洒
在更多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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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治的阳光播洒在更多人身上

徐冰：“站好扶贫最后一班岗”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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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右）走村串乡，深入了解扶贫实际落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