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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会合肥出发，上高速，经六安，过霍邱，越淠河，一路向西北方向行进。两个小时后，汽车驶入了一
条狭窄蜿蜒的乡间公路，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彭塔乡慈佛寺村赫然在目。这条路，扶贫干部朱潜拖着病
弱的身体往来奔波了七年。

七年来，除了安徽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长、副厅级组织员的身份，作为一名普通的扶贫干部，朱潜还
是霍邱县彭塔乡慈佛寺村上万村民心中念念不忘的好亲人“潜子”。修路、架桥、通电，招商引资，朱潜不仅
提高了贫困乡亲的生活水平，还走入群众心中，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塑造了新时期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记者 邵华

慰问困难群众

调研帮扶

朱潜说，自己的生活很单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

作。上班几十年，从家到单位的路他走了无数次，但他却不知

道路上有几家商场，甚至从没到路边的商店买过东西。作为

众人眼中“工作狂”的他却不像众人想象中那么无趣。

他很新潮，乐于接受并掌握新事物。生活朴素的他以前

经常骑着摩托车去批发市场给家人买衣服；有一次，他穿着一

身帅气的西装来上班，面对同事们的点赞，他开心地说：“淘宝

上买的，150块钱两件，你要不要？”朱潜刷微博，看微信，经常

在微信工作群里“指点江山”。

但，就是这样一位每天打满“鸡血”，奔波忙碌的“工作

狂”，却是一位身患多重疾病的病人。繁忙的工作让他无暇顾

及饮食。过度劳累再加上饮食不规律，让他罹患胃癌，切除五

分之三个胃。让人感动的是，术后，他仍然坚持正常工作，甚

至比年轻人还要卖力加班。冠心病、甲亢、腰肌劳损、颈椎病

等等都让他的家人心疼不已，朱潜却坚持奉献在组工战线，甘

当为民服务的“老黄牛”。

据村支书刘昌春介绍，慈佛寺村是县里有名的贫困村。

朱潜通过走访调研，和村干部一道理清了发展思路，提出了先

急后缓，标本兼治的扶贫三步棋。

除了通过募捐、结对帮扶等途径解决村民的“生存问题”，

朱潜还下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当地产业发展两步棋。

朱潜千方百计协调省交通厅并争取上级的支持，推动建成

了彭塔乡南北通行的左单路，不仅解决了4.3万余名群众的出行

难题，更促进了当地农产品运输和经济发展；为了解决用电难题，

他找到省能源局等部门求助，争取了1600多万元新建了一所

35KV变电所；经过他多方奔走，还促成了省财政等部门支持重

修了三道行大桥，为慈佛寺村两三万群众搭起了一条防洪撤退

的生命通道；同时，他还四处“化缘”建成了一所希望小学，兴建

了一座电灌站，保障了慈佛寺村1000多亩耕地的灌溉问题。

除此之外，朱潜鼓励帮助村镇干部四处招商引资办企业。

2011年，第一个回村办企业的刘传好投资1200余万元，建成了

慈佛园林有限公司。公司开业那一天，刘传好动情地说：“是朱

潜扶贫的故事打动了我，他作为省里的干部都能这样，我更应

该为乡亲们出点力。”在朱潜的帮助与协调下，慈佛寺村先后引

进了6家企业，吸引本村50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如今，慈佛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通了，桥架了，

电有了，村民议事厅，村民办事厅，村民卫生室，农家书屋，路

灯，运动场等等，从2009年的村人均纯收入2000多元到2014

年的 8000 多元，村民们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乡亲们都说：

“潜子来了，这里一切都变好了。他哪里是省城来的干部呢，他

就是我们的亲人。”

“潜子”来了都好了

逛淘宝的好干部

扶贫好干部朱潜
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彭塔乡慈佛寺村村民的眼中，朱潜这个“官”

不一样。回忆起朱潜在村里扶贫的点点滴滴，村支

书刘昌春记忆犹新。2009年，安徽省开展了万名组

织部长下基层和“五级书记带头大走访”活动，朱潜

选择了霍邱县彭塔乡慈佛寺村进行扶贫。第一天

来到村部，朱潜就对前来迎接他的村支书刘昌春

说：“不要安排我住在干部家里，我要吃住都在普通

百姓家，听上面听不到的，看上面看不到的，了解上

面了解不到的。”

提到朱潜，67岁的老汉张应合直抹眼泪。张应

合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他的老伴精神方面有问

题，家务无人料理，屋子里脏乱的一塌糊涂，就连左

邻右舍都懒得到他家串门。张应合做梦都想不到，

朱书记一到村子就选择了到他家了解情况。

张应合永远也忘不了朱书记来访的那一天。

身材高大魁梧的朱潜推开了他家那扇破旧的木头

门，一屁股坐在落满厚厚灰尘的板凳上，接过张应

合递过来的一碗凉白开——黑乎乎的碗里还浮着

没有刷净的油花，毫不犹豫的一口气喝下。张应合

感动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这个书记像自家人，

没嫌弃俺们。

朱潜与慈佛寺村的渊源要追溯到上世纪七十

年代。那时候，朱潜还是个毛头小子，下放至此做

知青。在慈佛寺村的几年，他干过农活，教过书，与

当地的百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清楚地记得，当

年有一位姓高的老大娘，虽然家庭贫困，但在快过

节的时候，还是让自己的小孙子送给朱潜一只煮好

的鸭腿。她说：“你们城里的娃娃背井离乡不容易，

不能让你们受罪。”朱潜深为当地百姓的淳朴所感

动，即使后来返城，当上了省里的干部，他也一直念

念不忘当地的百姓。

三十年后，朱潜换了一个身份再次来到慈佛寺

村，却发现村庄像是时间被冻结了一样，停留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一片破败荒凉：扎破车胎的粗粝砂

石路，低矮破败的泥墙瓦房，电压低到用电饭锅煮

饭都会跳闸，这让朱潜感到深深的心痛。他暗下决

心：这里什么时候变好了，自己的扶贫工作才算结

束。

看到当年的“潜子”又回来了，村民们既高兴又

担忧：“他会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扶贫一两年，做做

表面文章就走了呢？”

这一次，村民们实在多虑了。随着扶贫工作的

逐步开展，村民们渐渐发现，朱书记还是当年的那

个“潜子”，一点都没变。哪里有困难，朱书记就出

现在哪里；谁家最穷，朱书记就与他攀亲戚结对

子。村民们感激地说：“他是我们的好书记，好兄

弟，好亲人。”

在村民刘永江看来，朱书记是他感激不尽的

“救命恩人”。两年前，刚出家门准备到地里干活的

他突遭横祸，被一辆摩托车撞飞。虽然保住了性

命，但大脑被撞成重伤，腰部粉碎性骨折。肇事者

当场死亡，而其家人也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本就不

宽裕的刘永江倾其所有并求亲告友借了 20 多万

元。钱花光后，尚未脱离危险的刘永江只得提前出

院。由于再也无钱购买药物治疗，刘永江病情突然

恶化，生命垂危。老伴急得失声痛哭。朱潜得知这

个消息，亲自上门送来 1000 元为他买药。老伴雷

长芳抹着眼泪说：“潜子是我们家的恩人。”

对于村民王胜明来说，朱书记是比儿子还要亲

的人。几年前，王胜明和老伴所住的三间土墙房

破旧不堪，摇摇欲坠。修缮期间，他本打算到儿子

家借住，但因为家庭关系不和，儿子已出门打工十

多年。朱潜了解到他的难处，亲自给王胜明的儿

子打电话，协调解决了此事。此后，朱潜又帮他联

系了园林场清洁工的工作，让老两口增加了一些

收入来源。

朱潜所做的点点滴滴，村民们看在眼里，感激

在心里。他们把朱潜当成好兄弟，好亲人。对朱潜

的称呼也从朱书记，朱部长，逐渐变成了“潜子”、

“朱潜”。当地的干部感慨道，这么多年，朱书记地

位变了，对农民感情未变；职位变了，对村干部的情

感未变；权力大了，为群众谋福利的心没变。

领导爱攀穷亲戚

村里来“大官”了

深入困难群众家中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