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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历史时刻 创造美好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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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第一书记足迹
弘扬第一书记精神
讲述吉林扶贫故事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JI LIN NONG CUN BAO

从县委的宣传干部到村里
的第一书记，从舞文弄墨的书生
到躬耕垄亩的“农民”，身份的转
变，彰显着新时代一名共产党员
的道义担当。从上这片黑土地
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把这里当做
自己的人生舞台和生命之源，向
老党员学习、向村民讨教，以执
着的信念、沉稳的态度、扎实的
行动践行着“心系百姓”的朴素
情怀。

如何脱贫 ？为了找到答
案，他带领村民查原因、找方
法、搞产业、寻出路。从谋划实
施扶贫项目到壮大村集体经
济，从改善村屯人居环境到拓
宽群众增收渠道，从改善村容
村貌到丰富文化生活……一项
项落实、一项项突破，从陌生到
认可、从怀疑到信任，村民们把
这个稚气未脱的“县里干部”当
成了村里人、当成了“主心骨”。

他就是前郭县平凤乡郎家
窝堡村第一书记韩大伟。

黝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
憨厚的笑容，朴实的言语……
四年多的基层历练，让这名县
里最年轻的第一书记变成了淳
朴厚道的“庄稼人”、精明能干
的“带头人”。

“要让乡亲们都富起来。”
从踏进郎家窝堡村的那一刻
起，一个朴素而磅礴的梦想在
这名年轻的第一书记心底悄悄
萌芽、蓬勃生长。

“ 蹲 墙 根 、坐 炕 头 、进
卖 店 ……”从驻村工作开始的
第一天，韩大伟与驻村工作队
员就摆正了位置，沉下身心，
快速地实现了角色转变。“跟
群众打交道，就要走近他们，
成为他们的家里人”，他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
让扶贫思路和措施更加精准
有 效 ，上 任 后 他 挨 家 挨 户 走
访，一个一个调查，蹲到墙根
与群众聊天，全面了解村情，
坐到农民家炕头唠家常了解
民意，走进村里的卖店宣传党
和政府的惠农政策……就这样
与村民熟悉了，郎家窝堡村的
底数也摸清了。

“咱们一定要合力把扶贫
工作做实做好，先扶智和志，
争取把‘输血’过程变为‘造血
’能力！”在全村党员干部脱贫
攻 坚 动 员 会 上 ，韩 大 伟 这 样
说。他与村班子成员一起解
读政策、完善落实措施、召集
群众党员与村民代表共谋发
展。在细致地了解和分析的
基础上，他们制定出了产业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
党建引领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为了变“输血”为“造血”，
让扶贫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韩
大伟带动村民搞起了特色产
业。

2018 年底，韩大伟带领村
班子到产业发展好的长山镇袁
家村学习参观，引进推广了庭
院棚膜哈密瓜种植。“一茬种哈
密瓜，二茬种茄子。仅哈密瓜

今年就能赚四五千元，到秋天
卖一茬秋菜，还能收入三四千
元！”在郎家窝堡村的大棚内，
63岁的高殿武看着即将采摘的
哈密瓜，笑着说，“年龄大了，我
和老伴干不动了，外出打工都
没人用，没有来钱道了。小韩
书记帮助我们在自家大棚里种
植哈密瓜，还帮我们找好了销
路，这生活就和这瓜一样，可甜
啦！”韩大伟介绍说：“种植哈密
瓜这个项目，与前郭农垦集团
合作有 8户试种，如果收益高，
打算再扩大规模，充分利用农
户庭院内水稻育苗后的闲置大
棚，让大家都受益。”哈密瓜生
长周期只有四个月，为了保障
农户效益，每天他都往返各家
瓜棚看长势，联系技术员作指
导，什么时间打叉掐尖、如何灌
水施肥、病虫害防治他全程参
与。

郎家窝堡村是远近闻名
的水稻村，农业种植以水稻为
主。2018 年末，水稻价格持续
走低，全村有三分之一农户的
水稻急于出售，韩大伟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他跑企业、托
关系、找熟人，协调粮贸企业
以最高市场价格到村里收购
水稻，不仅解决了村民卖粮难
的问题，也让农户的粮食卖上
了高价。在这个过程中，如何
实现持续增收就成为韩大伟
和村班子共同商讨的话题。

经过认真商讨，驻村干部和
村班子决定向搞得好的村学习、
联络知名企业、向成功人士取
经，引进先进理念，摸索发展模
式。韩大伟和村干部通过引入
市场机制，带动村级农业种植合
作社与商家企业签订了 36公顷
水稻订单产销合作联盟，摸索出
了一条由企业按照农户需求提
供金融、农资、农机、销售、品牌
服务的适度产业发展微循环模
式，让村民在农产品向商品转化
过程中获益更多、受益更大。

帮助村民找销路，协调解
决各种问题，送观念、送政策、
送信息、送资金，三年来，韩大
伟的足迹遍布了郎家窝堡村
的每个角落，也走进了每户群
众的心里。

“扶贫工作既要扶‘根’，又
要扶‘心’！”韩大伟经常这样
说。只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和
民生工作做好了，才能真正使村
民既安心又舒心。在郎家窝堡
村的贫困群众日益感受到产业
扶贫带来的喜人变化时，民生工
程建设的大幕也悄然拉开了。

65 岁的贫困户都淑青，居
住的泥草房建于上个世纪 80年
代，遇到雨水季节，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韩大伟将她家房子纳入到危
房改造。2017 年，按照政策标
准没花一分钱，都淑青就住上了
宽敞舒适的砖瓦房。每次见到
小韩书记她都会说感谢党的好
政策，让她这么大岁数还能搬进
新房子。2018 年 5 月 28 日，松

原发生 5.7级地震，村里距离震
中几公里，村内部分房屋破损严
重。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韩
大伟和全体干部通力协作，完成
全村危房入户核查、核灾鉴定、
维修重建工作，共新建地震房
32所，改造维修13所。

此外，韩大伟还积极协调相
关部门，修建了5.15公里的屯屯
通水泥路，争取了 2.6公里巷路
改造工程和水田区引泄干工程，
维修了文化广场，将村内倾倒几
十年生活垃圾的臭水泡变废为
宝，改造成了村民休闲观光的文
化小广场……他要来花籽和大
家一起种花，买来树苗和大家
一起栽树，借来工具和大家一
起焊垃圾箱……为民办事终究
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一次下雨
屯外垫路急需人和车，韩大伟
挨家挨户动员，义务发动了全
屯 28 辆四轮车干到了夜里 1
点多……提起为村民做的件件
好事，村民对韩大伟纷纷竖起
大拇指。

驻村这几年，哪家有困难
哪家就有韩大伟的身影 ，田
间地头、房前树下有他的身
影，小广场、卖店里有他的
身影……几年来，农业专家
时常来授课，文化志愿服务
队定期送戏送春联，医疗
志 愿 服 务 队 经 常 上 门 义
诊，社会爱心志愿服务队
总是走访慰问,驻村工作队
还办起了课后辅导班……
当年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的帅气小伙，如今晒黑
了，皱纹悄悄爬上了眼
角，鬓角也平添了许多
白发，成了同事眼中地地
道道的“村里人”。

几年的扶贫生活，
让韩大伟瘦了 20 斤，

“老”了好几岁，但同
时，他的工作也得到
了全村男女老少的
交口称赞。 如 今 ，
他 无 论 在 哪 家 村
民门口路过，都会
有 人 出 来 招 呼 他
到 家 里“ 唠 唠 ”，
语 气 亲 切 自 然 ，
像是在招呼自家
人。

一枝一叶总
关情，一点一滴
见初心。

在这片充
满 希 望 和 梦
想的土地上，
韩 大 伟 仍 然
在紧张忙碌
着 ，为 了 带
给 村 民 更
广 的 致 富
路、更多的
幸 福 感 ，
也为了郎
家 窝 堡
村 更 美
好 的 明
天。

一枝一叶总关情 一点一滴见初心
——记前郭县郎家窝堡村第一书记韩大伟

□ 本报记者 郭小宇

为了让贫困人口增强自主创收能力，韩大伟向团县委申请、认领助力脱贫“笨
鸡、笨鸭、笨鹅”代养项目，带动贫困户发展庭院养殖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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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村里陆续修建了8公里水泥路，基本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有效解决了百姓出
行难、学生上学难。

韩大伟在瓜棚查看哈密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