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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民情走访日记篇一

“只有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才有出路”

“工作进步快，还得班子带”

米吉克乡库木墩村是地区新农村党建工作示范村，也是拜城
县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驻该村的县农技站支部书记纳斯尔吾
斯曼在他5月份的工作总结中写道。“火车跑得快，还得车头
带。工作进步快，还得班子带。一个月来，我和其他驻村干
部围绕加强班子建设，在原有的村‘两委’班子工作制度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三会一课’制度，村级阵地管理制
度和民主议事制度，并抓好了相关制度的落实，使各项工作
有章可循;推行落实了党员干部承诺制，全村16名党员干部向
群众郑重承诺年内办2-3件实事、好事，各自还联系1-2名困
难群众，让党员干部肩上有责任;规范了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工
作，有6名无职党员上岗，参与村务的管理;协助党支部考察、
选拔了8名入党积极分子和后备干部，充实了农村“两支队
伍”;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3次集中学习，收看1次电教片。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提高村‘两委’班子
的‘四种能力’。”

“必须让五星红旗飘起来，喇叭响起来”



康其乡阿热勒村是拜城县集中整治的重点村。6月7日驻该村
的县委党校干部艾斯卡尔斯拉写道：“前些日看到大队部院
内悬挂的国旗因日久风吹日晒破损了，村里的广播扩音器也
坏了。大队部是党在农村最基层的党组织所在地，国旗更是
象征着基础政权的威严，广播是村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
喉舌，这样下去怎么行呀，必须让五星红旗飘起来，喇叭响
起来。今天，我们组织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群众，举行
了升旗仪式，让崭新的五星红旗高高飘了起来，喇叭响了起
来。”

“维汉民族一家亲，携手共奔致富路”

5月24日大桥乡央都马村驻村干部、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杨雪
成在“民情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我特别高兴。前两
天，工作队正为几户困难户农业生产中缺少化肥、不会管理
农作物而发愁呢。没想到今天单位和扶贫办的领导就来到了
村里，解了工作组和农民的燃眉之急。黄书记代表县人大机
关为我村捐款1.5万元，希望村里把这些资金用在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上，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扶贫办为5名家庭贫困
的学生捐赠了学习用具及书本，为6户贫困户送去了12袋化肥。
更高兴的是通过我们的协调努力，我村与乡里的.汉族村八村
签订了互助协议，结为‘兄弟村’。八村的农民懂技术、信
息广、门路多、能吃苦耐劳，都比较富裕，他们与我村群众
一对一、手拉手结成了帮扶对子，两村合作共进，维汉民族
一家亲，携手共奔致富路。”

“以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今天，又高兴又感动。高兴的是我和社区筹备的庆‘六
一’活动取得了成功，受到了群众的好评;感动的是父子、母
子情深。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社区邀请了50个家庭及其
成员代表参加庆‘六一’活动。首先，奖励了10名成绩优异
的小学生。随后，进行了家庭才艺汇演，评选出了优秀节目
并对其家庭进行了表彰。最后，在活动现场，开展了‘我为



妈妈梳回头，我给爸爸洗次衣’活动，学生们专注的为妈妈
梳着头，认真细致的为爸爸洗着衣服，家长可是耐不住了，
满眼里全是疼爱，有的已挂满了幸福的泪花，此时我也被感
动了。活动结束后，一些家长和社区干部对我筹划的这次活
动表示很满意和感谢，希望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想好了，
以后还要多开展一些健康、文明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
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民情走访日记篇二

按照区党委、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我办以“走基层、访群
众、解难事、送真情”为主题，结合元旦春节期间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问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扎实开展了
走访帮扶活动，为保证困难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提供了帮助。

一、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一是加强宣传动员，增强帮扶共识。开展“三帮扶”活动是
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善民生，协调经济薄弱区域发展的有效
组织形式。区党办文件下发后，我办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党
支部会议，统一思想，增强帮扶共识，明确每个干部的帮扶
任务和工作职责，务求在工作中做到“五个落实”，即落实
时间、落实地点、落实人员、落实主题、落实资金，推动结
对帮扶工作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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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同时，我们进一步变“输血”为“造血”，为包保对
象在就业信息、致富途径等多方面提供帮助，助其早日脱贫。
在我们的帮助下，这几户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在去年的基础有
了较大改善。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持之以恒开展帮扶。三帮扶活动是一长期系统工程，需
要长期的努力。我办将立足实际，制定长期计划，给予帮扶
对象长期、持续的跟踪、帮助。

二是结合被帮扶户实际特点开展帮扶。在帮扶对象中，因病
致贫，因贫返病现象相当普遍，我办将根据实际情况，创新
帮扶措施，增强其致富能力，使之早日脱贫致富。

三是加强与街道、社区的沟通、联系，给困难群众创造合适
的就业机会、致富途径，使其增强“造血”功能。

总之，我办将在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采取措施，
克服困难，切实解决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力求从根本
上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实现全区经济事业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民情走访日记篇三

为了响应县五民办“万名干部进农户，五民工作心连心”集
中活动的号召，6月5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跟随同事们一起
去鄱阳镇朱家桥村走访。由于自己是外地人，再加上没有群
众工作基础和经验，心情格外紧张，很怕完成不了任务。

上午9点左右，我们来到了朱家桥村委会，向村支书表明了我
们此行的目的，希望得到帮助。村干部非常热情，立即为我
们联系向导。

同事老汪走访的是朱家桥村委会花咀村，由花咀村曹队长随
行，他们重点走访的是占金南家。占婆婆今年78岁，目前主
要靠为人家编制做虾笼的铁丝框谋生，铁丝框1分钱一个。占
婆婆家有儿子、媳妇和两个读书的孙子。她的儿子曹初国和
儿媳占香艳都患有脑膜炎后遗症。儿子脚残，在温州做裁缝;
媳妇脑残，在温州帮人洗碗。占婆婆反应的诉求是：儿子、
儿媳双双残疾，民政局发了残废证，但没有五保、没有社保，



也没有低保，曾托人帮忙，但事一直没办好。老汪听了占婆
婆反映的情况后，自掏腰包拿了200元慰问占婆婆。

我和同事方方、琪琪跟随朱家桥村朱队长走访的是朱家桥老
村，我们拿着走访名单挨家挨户的走访，一上午走了30多户，
有一大半都不在家，有的群众出外做事，家门紧锁;有的家里
仅剩老人小孩，无法深入的了解情况。还好朱队长对这一带
的村民非常了解，沿路正好碰到很多需要走访的群众，有正
在卖西瓜的朱细荣，有骑着黄包车的张志喜，有在菜地种菜
的朱永发等等。这一路，我们仨可谓眼尖脚快，只要朱队长
一指哪个群众是我们名单上需要走访的，我们便立马跑过去，
询问他们的个人信息、家庭情况、疑难困惑、建议意见等等，
深怕错过任何一个走访户。

夏天的热浪将一切生物都冲到有隐蔽的地方去了，我看了看
手表，这才意识到，已到中午了。匆匆谢别朱队长后，我们
仨便与老汪会合。老汪在公安局工作三十多年，曾经因为写
材料的关系来过朱家桥，因为对艺术的热爱，在这边结识了
许多志同道合的才子，有挖机诗人许天侠，测字奇才王松年，
还有京剧正生朱建平。许天侠一听老汪来这边走访群众，便
在家盛情款待我们，我们一起在许家感受了朱家桥村民的热
情好客，也领略了许诗人独特的艺术魅力。

吃着美味的农家小菜，品着淡雅的农家小酿，许诗人诗意大
发，即兴作诗两首，琪琪用她温雅磁性、张弛有度的声音将
许天侠的诗朗诵得沁人心脾，老汪也随即为许诗人赋上一副
嵌名联。就餐中，我们慢慢地了解彼此，大感原来高手都在
民间，王松年先生竟是赋学专家，对古文颇有研究，他测字
的水平令人咂舌，作为古代文学专业出身的我实在是自惭形
秽。更有意思的是今天在坐吃饭的朱建平同志竟是我的联系
户，抓住这个机会，我马上询问他目前的基本情况，原来他
还是位京剧正生。在我们的鼓舞下，朱建平现场为我们来了
一段京剧表演，唱完后他激动地说：“没想到你们群众工作
做得这么细致、这么认真，今天也是有缘，你们在朱家桥还



有什么需要走访的用户，我下午带你们去，以后在朱家桥有
什么需要帮助的，我随时帮忙。”此情此景甚是感动，没想
到当初以为会很难的走访竟是如此温馨。

一场艺术的盛宴后，我们继续深入走访。这次是由朱建平同
志带路。我们一路谈笑风生，跟随他走访各家各户，没有敷
衍塞责，更多的是以唠家常的方式了解群众的情况，聆听群
众的心声。朱建平说：“朱家桥村的村民大致情况都还可以，
虽说不上富裕，但也算得上安稳，只是真正贫困的群众一般
政府很难帮助到他们身上。”

说着说着，我们便来到了朱家桥老村占金妹家。占阿姨今
年64岁，老伴已经去世，家中原有3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都
已嫁出去了，小女儿小女婿前段时间刚刚去世，留下两个小
孩，一个18岁，一个13岁，因为小女婿家中没有了亲人，现
在两个外孙都由她独自抚养。 “占阿姨，你现在的生活来源
主要是什么呀，这么大年纪独自抚养两个外孙肯定很辛苦
吧!”我问道。“哪有工作呀，我一个老人家能做什么呀，女
儿女婿走了，留下两个细伢子，我累些没关系，就是苦了小
孩。”阿姨接着激动地说，“目前连低保都没有，前段时间
还让政府帮忙，到现在都没有影。我小女儿小女婿在洪迈大
道旁边的房子前段时间刚被征，我是不同意的呀，政府硬是
拆了我的房子，什么时候可以给个准信，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呀?你们公安局的管不管?”“阿姨，您放心，您的情况我已
经记录下来了，我会及时向领导反映的。”我微微颤抖地说。

占阿姨用期待的眼神送走我们，眼角还泛着泪花，我的心抽
搐了一下，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多做些事情帮助她。“小吴，
没做过群众工作吧，这在农村，都是很正常的情况。”朱建
平安慰道。接着他带我们来到了一家很破的低矮楼房，楼房
里住的是朱文龙。“朱文龙74岁了，好像一直是一个人住，
我们进去看看。”朱建平说。我们走近一看，呈现眼前的是
几块现浇木板装钉成的紧闭的破旧大门，“难道朱爷爷不在
家?”我暗自疑问。“朱爷爷,朱爷爷在家吗?”琪琪紧盯大门



着急地问道。“谁呀?”听到陌生的喊声，一位蹒跚的老人带
着疑惑打开一侧门，走出来答道。老人佝偻着身体，身后的
房屋黑漆漆的。在告知朱爷爷我们此次的来意后，朱爷爷很
激动，似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通过与朱爷爷的交谈得知：
朱爷爷今年74岁，老伴去世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生了
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也在几年前去世，还有一个儿子因
为与他人发生矛盾纠纷被关押在县看守所，而大儿子家生养
的子女多、家庭条件困难，均无法照看到朱爷爷的生活，无
奈的他只好选择在这简陋的房子里独自生活。村里虽然给他
办理了低保，但每月仅100多元的补助依然是无法满足他基本
的生活需求。

“朱文龙确实可怜，为了节省电费，晚上很少点灯的。”朱
建平边跟我们说便走出朱爷爷家，接着，他便带我们去他家
小坐了一下。他说：“没想到现在的警察这么辛苦，确实令
人佩服。”“喝点茶，乡下地方没什么喝的。”朱建平的妈
妈踉踉跄跄地走到我们身边说道，“你们还有多少户没走，
我跟我儿子一起带你们去。”“朱妈妈，在建平的带领下，
我们就差一个重点户了，一般户估计是走不完了。”老汪笑
着说。“最后一个重点户就在我家不远处，我赶紧带你们过
去，不然他们家人晚上该出去散步了。”朱建平说。

喝完茶后，我们继续跟着朱建平去走访，这次我们走访的是
朱福星家。走进朱福星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
有几个工人正在狭小的院子内砌红砖做新房。我心里嘀
咕：“这是重点困难户吗?”但这时一个脚跛的很厉害、身穿
破旧迷彩服的瘦小大爷向我们走来。“这就是这家主人，朱
福星。”朱建平说。只见方方走到他身边跟他聊天，朱大爷
很忙，一边在招呼工人，一边还在回答方方的问题。离开他
家的时候，方方告诉我们：“朱大爷今年63岁了，家里还有
一个患有癫痫病的老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4岁，眼睛
看不见，曾经出嫁过2次，均被婆家送回来了;小女儿今年20
岁，无业在家。家中目前没有生活来源，虽然有低保，但每
个月100元微薄的补助，并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多少帮



助，朱大爷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小女儿能有出息。”

“他家真的是很困难，这个房子建建停停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头了，周围比他家晚建的房子都一幢幢地竖起来了。”朱建
平走出朱大爷家后，感慨道，“这才是政府需要帮助的人
呀!”“是哦，希望领导看到我们收集的情况能有些补助。”
方方说。

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让我们感触颇深的村
庄。此次走访非常感谢朱家桥村委会以及曹队长、朱队长的
帮助，也应感谢我的联系户朱建平，若没有他们的帮助，我
们很难深入的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求。

民情走访日记篇四

根据谢街党字[20xx]21号文件关于开展“书记带头大走访活
动”的通知要求，红轮社区党总支迅速召开党员干部会议，
进行具体工作布置和安排。我们社区在开展书记带头大走访
中，做到高标准、严要求，紧紧围绕“大走访”活动，下社
区察民情、讲政策、解难题、办实事，圆满完成第一阶段工
作。现将社区大走访”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精心准备

为做好“大走访”活动，社区精心准备，成立了“大走访”
工作领导小组，由社区党总支书记唐玲侠为组长，党总支副
书记俞长芝为副组长，其他总支委员为成员。制定了周密的
工作方案，明确了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安排。要求及时汇总
走访工作中发现的群众热点、难点问题，针对问题和困难，
安排专人负责，相关责任领导监督，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
做完。

二是制定方案，明确任务。红轮社在成立了党员干部大走访
活动领导小组后，根据帮扶点的实际情况，结合深入落实科



学发展观要求，制定了《书记带头大走访活动实施方案》，
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创先争优“书记带头大走访活动”为契机，真正打造出群众
满意工程。走访活动中发现的群众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详
细记录，对汇总起来的热点、难点等问题在党组会上讨论、
研究，确保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合理化解决。

三是宣传到位，营造浓厚氛围。为扩大“书记带头大走访活
动”的影响，社区党员以不同的形式在帮扶进行广泛宣传，
充分调动全社区群众参与进来，提出问题，汇总问题，合理
建言，营造浓厚氛围。

四是贴近群众，走访到位。为使学习调研的群众热点、难点
问题全面、量化和细化，红轮社在大走访活动中，深入居民
家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掌握到最基层、最全面的情况。并
和群众座谈，问计于民，倾听群众意见，发现问题，选出典
型，宣传先进，从而推动大走访活动的深入开展。

为促进书记带头大走访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红轮社区党员
干部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真诚地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题。走访期间，共计召开座谈会3次，参会人
员110人次。共走访23户，征求意见、建议5条，为民办实事3
件，调处矛盾纠纷1起。

民情走访日记篇五

20xx年，我县联社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开展“领导
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活动实施意见》(x委办
发[20xx]28号)要求，认真开展了“挂包帮““转走访”活动，
收到良好成效。

“挂包帮““转走访”活动是推动产业发展、服务群众的一
项民生工程，我社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党委
会议进行安排部署，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理事长xx任组长，



纪委书记、监事长xx任副组长，9部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挂包帮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挂包帮工作的安排部署和监督检查。并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联社办公室，负责制订活动实施方
案，加强横向和纵向联系，负责收集和反馈信息，组织活动
开展和检查指导工作。同时，指定了xx信用社主任张朝铭为
包村干部，具体联系挂包村，落实具体帮扶措施。

为确保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我社紧紧围绕“扶贫解困进一步推进、灾后重建进一步加快、
干部作风进一步好转、基础组织进一步加强”的目标，根据
我社工作职能和帮扶村的实际情况，制发了《xx县联社关于开展
“领导挂点、部门帮村、干部帮户”活动的实施意见》，
对“挂包联帮”活动作出了安排部署，并精心组织实施。

(一)帮助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我社联系的是xx镇xx村，为加
强该村班子建设，提高村级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社及
时选派了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xx信用社主任到xx村作
专职包村干部，具体负责落实帮扶措施。张朝铭同志走村串
户，深入地了解了社情民意，积极向xx村群众宣传国家法律
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并为我社制定科学合理的帮扶措施提
供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发挥了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
出色地履行了下派干部的职责。

(二)积极开展调研。联社主要领导先后3次深入xx村，听取该
村村支“两委”负责人介绍村情和民意，并到部分村民家中
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了解了当
地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及正在实施的村道工程、
天保长防工程、中低产田改造等五大重点建设项目的进展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及时与xx镇党委政府进行沟通协调，研
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帮扶措施。

(三)大力给予信贷支持。该村是中低产田改造实施项目村、
农业产业示范片建设基地村、“天保”“长防”工程项目村，



为了力保项目推进见成效，我社利用“小额农贷”积极跟进
支持。全年累计向该村投放贷款28万元，支持了规模獭兔养
殖户(冯坏身)1户，支持建成了农业机具制造厂(冯齐峰)1个，
助该村基本建成优质蔬菜基地100亩，“西凤脐橙”柑桔基
地100亩，苍溪雪梨基地100亩，葡萄水果基地80亩，优质麻
竹基地100亩。

在开展“挂包帮““转走访”活动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
帮扶村和群众脱贫发展奔小康，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一是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找准制约该村发展的瓶颈，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该村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村
民增收致富自身能力;二是还需在提高自身经营效益的同时，
量力而行加大对帮扶村的资金扶持力度。力争提前实现帮扶
目标，构建出一个安全祥和、稳定和谐的xx村。

民情走访日记篇六

根据省联社的统一部署，为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
于广大客户，我行于xxxx年6月份至9月份组织开展了“四抓
四促”竞赛客户走访活动。为切实开展好“四抓四促”竞赛
客户走访活动，我行认真筹划，精心部署，分工合作，上下
联动，既注重客户走访效率，又注重走访实际效果，在规定
的时间里圆满完成了客户走访任务。现将我行“四抓四促”
竞赛客户走访活动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围绕目标，分工协作

至少走访农户50户、小微企业20户。总行领导的身体力行与
率先垂范，对于我行客户走访活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二、明确要求，做实走访

为了确保本次客户走访活动不流于形式，杜绝弄虚作假行为，



我行设计制定了客户走访工作底稿(分农户及小微企业两大
类)，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客户走访工作，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组织信贷人员深入走访辖内客户，有序推进客户走访活动，
要求走访一户填写一户的走访工作底稿，农户走访工作底稿
须经农户签字，小微企业走访工作底稿须加盖企业公章。客
户走访活动结束后，各单位将工作底稿按农户和小微企业分
类收集，装订成册后，报总行公司业务部审核汇总。

本次客户走访时间安排在6月份至9月份，正是一年中最为炎
热的时候，我行信贷人员战高温，斗酷暑，在炎火烈日下奔
走在农村金融服务的第一线，用辛勤和汗水确保了客户走访
工作的顺利推进。至9月末，我行共走访客户户，其中农户户，
小微企业户，圆满完成了省联社下达的走访任务。

三、注重实效，加大投放

民情走访日记篇七

接到组织的通知后，我背着行李赶往三门阐黄庙村。初建村
级工会时我曾来过这个地方，给人的印象是贫穷落后。村里
除了一些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之外，年轻人大都去了外地
打工。村级工会刚成立时，村民不知工会是做什么的，感到
很好奇!村工会主席因以前没有接触过工会工作，更是不知工
作从何入手。难道我们把工会建立在乡村就是挂一个牌子吗?
不能这样，一定要加强培训，提升工会干部的业务水平。在
和村支书谈了我的想法后，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

里就是好客，心中对我们的党还是信任的!

7月16日雨

“三夏”基本结束，天空飘着雨，给闷热的天气降了温。经
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第一堂工会干部业务培训课在村委
会会议室开讲。来自县总工会的两位部长给并不多的学员讲



了怎么维权、怎么建设工会组织、如何发展会员等相关知识。
我也谈了个人对村级工会的看法，表达了自己对下一步工作
的计划和打算。

看着下面听讲人员不在乎的表情，我清楚，仅仅靠上几堂课
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晚上，路过村支书的家，听到他正在
煲电话粥。“小刘啊，我现在多了个帽子，兼着咱村的工会
主席。所以我要经常和外出打工的家乡人联系联系，不然对
不起这顶帽子，嘿嘿!听回来的小李讲，你小子在外面有出息
了，自己投资建了一个大厂子。不是我说你，千好万好不如
咱家好，人总要叶落归根，啥时也回来考察一下，给咱家作
点贡献。我第一个报名给你打工……”“近来，我打了几十
个这样的电话，要是有一人能回乡投资多好啊!”村支书笑嘻
嘻地说着，目光里充满了期待。中国的老百姓最善良，但也
最实际。只有让老百姓看到摸得着的实惠，才能进一步把工
作做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我们工会干部面对的一
个新课题。

村支书中午可能喝了酒，哼着小曲来到了新建的蔬菜大棚，
揪了一根新鲜黄瓜，在袖头上擦了擦就吃了起来。“啥事这
样开心?”我问道。“哈哈，有好信了。”村支书神秘地对我
说。“小刘准备中秋节回来考察，想搞一家皮毛加工厂。我
们村如果有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就会有更多的人留下来，不
再是空巢村。你想想小李，一个全是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
村庄谁看得起?我这心里急啊!”望着老支书满头的白发，我
不禁感到酸楚，劳务输出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标志，能吸引更
多的人来村里经商办企业，才是我们真正的政绩。

老支书退了，我接任村支书兼任工会主席。所有的工作重担
一下子压在了我的身上。真的挺想老支书，这位有着丰富工
作经验而又有一丝狡黠的农民干部退了。尽管我已经有了基
层工作经验，还是感到力不从心。我没有他的感召力，没有
他的威信，所以我只有百倍努力工作才能让村民信任我。



刚吃罢午饭，村民苏联军找到了我。原来，他在漯河一建筑
工地做工，可是老板以种种理由欠下了他5000多元血汗钱。
熟悉工会工作的人都知道，由于工会没有执法权，所以
是“软维权”，大凡遇到这种事，一般只能通过发函等方式，
要求当地工作组织或劳动保障部门加以解决。然而，这次我
决定走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