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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凯们如何“白了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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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世勇】 

一个花白头发，面若老叟的 80 后乡镇干部，最近成为网红。网红的主角李忠凯，男，汉

族，1980年 8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9年 10月参加工作，现任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

湾碧乡党委书记。 

他因为楚雄州一次干部任职公示而引起关注。对比公示照片上的李忠凯和出生日期，有人

认为其可能涉嫌年龄造假。一个不到 40岁的人，不可能头发花白，面相苍老如此。 

相关部门核查后，证实公示的信息无误，公示照片上宛若老头的李忠凯，的确是 1980 年

生人，生活中的李忠凯和照片上的确实是同一个人。后续的报道披露了一些细节，公示上的照

片是李忠凯接到通知后，赶到县城匆忙之中照的照片，没有像之前一次出镜时染发。 

 

李忠凯的确是因为工作辛苦而白了头。2018 年 10月，他被评为“楚雄州担当作为的优秀

基层干部”，可能也是因此成为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应该说社会对公示照片和年龄的质疑很符合通常的逻辑，在一般的想象中，干部年龄造假

也是有的。但是李忠凯没有造假。 

媒体后续的追踪报道中，李忠凯自己也做了说明，头发花白与工作有很大关系。一个人因

为体质、遗传等原因而少白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李忠凯不是鹤发童颜，面相也很苍老，

用一句小品台词说“长的有些太快了“。即使一个人是少白头有个体内在原因，但我们也不否

认，精神压力大，思虑较多，工作强度大，很容易“苍老”容颜，导致白了少年头。李忠凯在

接受采访时自述的情况，的确是近年来有精准扶贫任务的地区的乡镇干部的正常工作状态。 

日常工作压力大山大，强度高，5+2，白+黑，节假日没有休息，各种考核、检查、督查如

泰山压顶，李忠凯 50多天不回家一次家，不到 40岁的而满头花发，面若老叟，与其日常的工

作状态，所承受的压力，有很大关系。李忠凯自述的“少白头”原因，工作辛苦的程度，不是

特殊的典型，而是精准扶贫中乡镇干部的日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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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贵州深度贫困地区调研时，接触到许多乡镇干部，李忠凯的工作劲头和强度，反映

的是深度贫困地区的乡镇干部的普遍状况。与其他地区的相比，深度贫困地区的乡镇干部在精

准扶贫中所付出的辛劳，承担的责任，承受的压力，如果不身临其境是很难想象的。李忠凯这

样的干部主要主要承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压力。 

第一，交通不便，需投入大量工作时间和精力。 

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交通不便，工作中在交通方面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笔者曾经调研的频临贵州望谟县城的一个乡镇下辖的行政村，许多村寨在高山上，即使只

有几户，十几户人家，包村的乡镇干部也得经常去开会，做群众工作。 

这里的路程距离不能用公里来表示，而要用时间来表示，从乡镇政府到那个村寨，用什么

交通工具，要多少时间。到一般的村寨开车或骑摩托得一个小时，如果遇到下雨天，只能步行，

单程没有 2-3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只要下村寨工作一次至少半天或者一天。 

一般的乡镇干部都有包村任务，有的甚至具体到自然村寨（村民小组），这些自然村寨的

所有扶贫工作都由包村干部负责，精准识别要开群众会，贫困户退出要开群众会，各种扶贫措

施的落实要开群众会，村民小组长选举要开群众会，还要进行扶贫信息的收集和核查，要陪同

督查、检查组检查，甚至新农保、合作医疗的日常工作也得包村干部亲子抓。每周去村寨至少

两三次只多不少。 

到了饭点儿，山顶上、半山坡的农户家里凑合一顿，在村委会的简易厨房里搭个伙，有时

候披星戴月回到乡镇食堂才能吃一顿饭，对李忠凯们来说再通常不过了。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开车，为了安全得打 200%的小心，步行费时，打乱正常的作息时

间，吃饭休息无法按时，更不用说一些重大任务时期的黑白颠倒连轴转了。这些乡镇干部有差

不多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用在交通上，交通不便，导致作息时间不规律，路况复杂要精神高度

紧张。 

第二，民族多样，语言交流困难。 

我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多个少数民族杂居，一个行政村，可能有好几个少

数民族村寨。这些地方扶贫工作最难的是做贫困户的思想工作，要做思想工作，扶贫干部就得

上门亲自与贫困户打交道，虽然一些乡镇干部是出身本乡本土，也是某个少数民族，但是总会

遇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贫困户，语言沟通就成问题。 

有人会说，现在许多人外出打工，都会讲普通话，问题是能够外出务工的本身就不是贫困

户，贫困户基本上那些没有外出务工的，说不了普通话。语言不通，又要做思想工作，其难度

可想而知。 

李忠凯们在动员群众移民搬迁过程中，磨破嘴皮子，碰了多少“钉子”，受到了多少不理

解甚至误解。在扶贫工作的限期压力下，心理上的焦虑和压力可想而知。 

第三，乡镇干部往往多线工作，压力山大，身心疲惫。 

乡镇干部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承担乡镇的中心工作。特别是在精准扶贫中，从领导

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要分片包村组，扶贫工作中的大小事得亲力亲为。立档建卡的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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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造表，开会公示，入户调查，发放扶贫物资，谋划落实脱贫项目，这些都必须在本职工作

和乡镇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之外，保质保量完成。 

几乎所有的乡镇干部都要联系若干贫困户作为帮扶责任人（从 4、5 户甚至 10户以上），

并定期上门拜访，要对帮扶对象的家庭情况如数家珍，要帮助扶贫对象填写各种表格，想出具

体的脱贫办法：动员有条件的贫困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动员参加各种产业扶贫项目，动员贫

困户移民搬迁。 

在精准扶贫严格考核和精细工作要求下，稍有差错就可能被问责。比如贫困户家庭人口的

变化没有及时掌握和上报，造成贫困户基本信息不准确，扶贫信息系统的家庭人口数和实际生

活人口数不一致，计算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时（是否脱贫）就成为问题。更不用说在各种文牍工

作中出现的不经意的错误了。扶贫的乡村干部们，可能晚上突然想到某个数据有错误，夜不能

寐，黑头发又白了一根。 

长期以来，乡镇干部给人们的印象很不好，免除农业税之后，又有些人认为乡镇干部无所

作为，混日子。李忠凯突然成为“网红”，一次对干部公示的质疑，给我们重新认识基层干部

真实工作状态提供了契机。 

是时候扭转对基层干部的刻板印象，就像后续报道中李忠凯自述的“少白头”原因，脱贫

攻坚中的乡镇干部的确工作辛苦。我们应该向李忠凯一样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们致敬！网友

质疑他的真实年龄，可以理解，但之后更应该思考如何支持扶贫工作，如何减缓广大乡镇干部

的切实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