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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增吉，男，1968 年 6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国

网德惠市供电公司同太供电所副所长。2018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

德惠市万宝镇大王家村第一书记。曾获国网公司脱贫攻坚突出贡献个

人和吉林好人、战役先锋等荣誉。

大王家村里喜事多
——记德惠市万宝镇大王家村第一书记周增吉

从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到天高地远的偏僻村子里，从企业的机关干部

到村里的好书记，从村民对他能力的怀疑到真心的拥护，国网长春德惠

市供电公司派驻到德惠万宝镇大王家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周增吉，用行动

和坚持为大王家村这个曾经的贫困村上演了一场“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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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人心 扶贫先扶志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周增吉来到大王家村后，第一件事情就

是要把村“两委”班子的思想工作抓起来，让大家统一思想，让大王家

村形成凝心聚力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为此，周增吉提出了“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个

标杆”的要求，在村里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等制度，坚

持每月一次党员议事会（或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村内重大事项如

贫困户新增或退出、资产收益项目确定、茶厂建设等集体经济项目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要集体开会研究通过。办事公开，做事公道，为人正直，

周增吉这一系列民主公正的做法，在大王家村刮起一股清新之风。

通过加强党性教育和村务公开，使党员干部增强了党性，树立了风

清气正谋发展的事业心，村民看到了村“两委”清政廉洁为民谋利的新

气象，干群关系和谐融洽。

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真把式，又说又练全把式。全村人都看

着周增吉下一步要做什么。而周增吉也果然没让大家失望。

经过多次协调，周增吉争取来了宝贵的 100 万元资金，他要把这笔

钱当成敲门砖，叩开大王家村民走向致富的大门。

100 万元的确不多，但在周增吉手里可是一把火，他要把全村人的心

烤热。为了节约开支，周增吉四处奔波，多方协调，将村党群服务中心硬

件设施逐步完善配套，并建起了村民集体活动场所，村图书室也丰富了新

图书，村民劳动之余有了好去处。昔日冷冷清清的村部顿时人气超旺。

扶贫先扶志，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文明意识必须要首先得到提高。周

增吉因势利导，在村内醒目位置张贴大王家村民行为准则，遵守村规民

约渐渐成为当地村民的自觉行动。

为了让村民广泛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村里还组建了秧歌队、

广场舞队，经常性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村民们说：“自从

来了周书记，大王家村里天天像过节，喜庆事一桩接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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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症结 立业促脱贫

“原先守着几亩薄田种玉米，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建

卡贫困户李河的话反映了村里贫困户的普遍想法。

多年以来，大王家村村民仅靠种植玉米等农作物来维持温饱，要想

脱贫致富，必须拓宽产业，多业并举，周增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未

来发展之路在他脑海里慢慢构思，渐渐成熟。

为了详细掌握大王村贫困户的信息，了解大王村的基本现状，周增

吉首先让村书记带着他挨家挨户地走访，多次组织村班子成员和村民代表

座谈，认真倾听村民对驻村工作组的期盼和要求等。一个月下来，通过摸

底调查、入户走访，大王村各家各户的人口情况、耕地面积、收入情况和

村民诉求等资料信息，记满了周增吉的笔记本。村班子建设，生产生活

状况、民情民意等情况也被他摸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找到了大王家村贫

困根源——没有支柱产业，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农民增收途径狭窄。

接下来，周增吉联合扶贫队伍，频繁考察各地致富项目，最终，结

合地域特点和实际情况，为村里引进了黑木耳种植项目。在德惠市供电

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大王家村在当地建成了第一个“黑木耳大棚

基地”。

黑木耳原来都是山区种植，在大王家村里这还是一件新鲜事，能不

能赔钱让村民捏了一把汗。可是周增吉心里有底，在考查项目的时候，他

就把种植技术的前前后后摸了个“门儿清”，同时，还有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这让他成竹在胸。果然，基地建成后，黑木耳产业已连续 3年喜获丰收，

每年每个贫困户可增收 2000 多元。

光凭一项黑木耳产业还不够，周增吉继续给村民增收致富锦上添花。

几年来，周增吉带动村里 5 户村民养猪近 1500 头；倡导村民发展蔬菜产

业，包括大葱、包菜、土豆等；带领大王家村村民种植果树，包括海棠树、

李子树、苹果树、樱桃树等，各类果树近 6400 棵，全村投入资金 22960

元。每到春季，过去平淡无奇的大王家村，如今处处繁花似锦，姹紫嫣红。

德  

惠  

市



224 

时代印记

秋季到来硕果满枝头，果香扑鼻，全村人喜气洋洋，大王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花果之乡！

处处用心 百姓主心骨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周增吉深知自己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把

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他们倍加关照，

特别是那些还徘徊在贫困线上的人民群众，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将黑木耳生产确立为大王家村主要产业后，集体收入有了明显增加。

可是周增吉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那几个困难户的脱贫。为使他们增加收入，

周增吉提出在集体分红的基础上，让村里的留守妇女和贫困户到合作社

打零工赚钱。

周增吉认为，黑木耳大棚生产需要大量人工，这些工作虽然忙碌但

并不是重体力活，而且在工作时间上又没有严格的要求，很适合妇女及体

力较弱的人来进行，结合他们的时间点安排工作时间，既不耽误他们干

农活，又能增加一些收入。这个决定，让村里的贫困户得到了不少实惠。

对于劳动能力有限的贫困户，周增吉也积极为他们脱贫谋划出路。

71 岁的李河是周增吉选定的重点帮扶对象，考虑到李河和老伴的劳动能

力，周增吉为他们购买了 80 只雏鸡，并为他们提供养殖技术辅导，老俩

口精心饲养，一茬鸡出栏就挣了 3000 多元。

几年来，周增吉先后动员并引导 4 户贫困户开展特色种养业，扶持

他们发展畜禽养殖，共为他们投放鸡雏 400 只，并为其提供鸡雏饲料及防

疫药品。

2018 年以来，村里成立了卫生清洁队，周增吉又把年纪较大、有一

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吸纳进来，让他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

日常收入。

周增吉还组织成立村级工会，帮助贫困户办理工会会员卡，享受商

场购物和公园门票折扣 7折优惠，目前已经有 350 人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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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增吉的驻村帮扶工作，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低保户、五保户、再

到大病患者等困难群众，一个都不落下。

涓涓细流汇成河。周增吉时刻不忘扶贫，他做了多少帮扶的事自己

不清楚，可村里的贫困户心里却有本忘不掉的账。对于他们来说，周书

记就是他们的“贴心人”、“主心骨”。

爱老济困 服务用真情

赵桂芹是周增吉最为惦记的贫困户。在驻村之初的走访中，他和队

员们看到老人的房屋状况和居住状态后，心情十分沉重。

“住这房子随时有坍塌的危险，电也没有、水也没有，屋里居住条

件也太差了。”一同走访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张明全心酸地说。

让老人搬出阴暗潮湿、缺水断电的房屋，成了周增吉需要迫切解决

的问题。为此，周增吉多方协调，并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下，终于让

赵桂芹老人搬进了宽敞明亮、温暖舒适的新家。

赵桂芹喜住新家后，周增吉还是不放心。由于老人常年独自生活，

饮食起居也不方便，周增吉和队员们只要有时间就会到老人家走访，了

解老人的生活状况、身体情况，切实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大王家村村书记动情地说：“村民们有困难总是先想到周书记，大

王村里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周增吉都会立马赶到。”

在大王家村，周增吉一来二去成了村民共同的亲人，他为腿脚不好

的老人买拐杖，带着患有眼疾的老人做手术，帮助村民申报危房改造，

带领村民改善村里环境……

几年来，通过扶贫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房、教育、医疗等帮

扶措施，大王家村贫困户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已全部实现脱贫。

有村民还把周增吉编进了一首顺口溜里：“自从来了周增吉，大王

家村里喜事多。脱贫致富有主业，大家过上了好生活……”

对于大王家村未来发展，周增吉信心十足地说：“我想把大王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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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生态采摘园、蔬菜园、休闲农庄，来年打算上 20 栋大棚，这也是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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