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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路上立新功
——记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第一书记李新功

他用勤奋和毅力，坚定了乡亲们奔向全面小康的信心；

他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乡亲们的幸福生活之花；

他用真情和实干，把党的温暖带到乡亲们身边，照亮了一方高天厚

土……

他是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新功。

李新功，男，1968 年 5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中

共长春市委保密办主任。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榆树市刘家镇永

生村第一书记。曾获吉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长春市优秀公务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记三等功一次，是中国共产党长春市第十三次代

表大会代表。

榆  

树  

市



17 

时代印记

转变角色 倾力培育扶贫产业

2016 年 3 月，春寒料峭，李新功告别年事已高的父亲、患有哮喘病

的妻子，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了永生村开始驻村工作。一踏上

永生村的土地，村里的现状让他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寒气！

全村 1077 户 3578 人，其中贫困人口 173 户 393 人，村子地处偏远，

村民增收致富途径过于单一，贫困人口多，扶贫难度大。

刚入村时，李新功看到村庄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许多贫困群众还住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泥草房里，一些困难群众因看不起病卧在炕上。

他的眼睛湿润了，嘴角起泡，嗓子也肿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暗下

决心，永生村百姓不脱贫，永生村不变样，自己决不离开这里。

驻村伊始，他用脚步丈量永生村的每寸土地，用心叩开每户贫困户

的家门。他把汗水洒遍了全村每一个角落，把党的温暖“驻”进了村民的

心窝，带领百姓脱贫致富的信念在他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永生村村民的收入，主要依靠传统作物“大苞米”。为了扭转现状，

李新功把自己当成“小学生”，从头学习种植、养殖知识，“走出去”寻

找致富良机，绞尽脑汁寻找致富增收的渠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新功认识了榆树市环城乡的“致富小能手”王

春影。这个人一直栽培和种植红菇娘儿，有丰富的经验，而且红菇娘儿的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李新功主动上门向对方请教，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多

方论证，“红菇娘儿”成为他计划实施的第一个产业项目。然而，当他劝

说村民种植红菇娘儿时，却遭到了大家的质疑和反对，他们不相信这小小

的苦菇娘儿能带来更大的收益。

李新功没有就此放弃，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村民，甚至自掏腰包拿出

资金作为抵押金。在他的不懈坚持下，村民被他的执着感动，纷纷加入进

来。到了年底一算账，这红菇娘儿可比“大苞米”值钱多了，一公顷红菇

娘儿仅卖果收入，就比“大苞米”高出四倍。为了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李

新功又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开发了红菇娘儿茶、红菇娘儿酒、红菇娘汁等一

榆  

树  

市



18 

时代印记

系列特色产品。他们培育的红菇娘儿产业项目，2018 年在全省创新创业

大赛中获得优胜奖，产品被推选入京参展，切实增强了永生村农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为了让永生村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和目标，李新功带头编制

了《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特色小镇整体规划方案》，探索实施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他采取“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 电商”的联合扶贫

发展模式，先后为永生村引进了 4 户农业产业化企业，相继成立了苗木

产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鲜食玉米合作社、红菇娘种植合作社等多个

农村合作组织，先后开发出 5 大类 20 多个品种的农副产品，带动村集体

和农民增收。他依托永生水库的自然资源和幸福大院的设施优势，不断

打造乡村旅游产业和休闲康养产业，实现了产业发展多元化。

永生村先后获得了长春市最美乡村、吉林省生态村、吉林省新型产

业示范村、中国小产区示范与保护基地等称号。

开拓销售渠道 甘当“网红书记”

产品有了，销售问题又摆在李新功的面前。为了让永生村的特色产

品走出去，整合村上的优势资源，他使出浑身解数，帮助永生村注册成

立了吉林省永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永生村搭建起电商平台。

村民开始很不理解，认为产品只要能卖出去就行。为什么要费劲花

钱设计包装、注册商标。李新功耐心地向村民解释：“现在的规范是为了

以后的长久，这也是我们产品在市场立足的底气，规范了、打出品牌了，

咱们的产品就不愁卖了。”

自省市开展“第一书记代言”活动以来，他带领群众参加各类大型

展会 30 余场，借助传统媒体、自媒体、新媒体客户端及微信朋友圈推销

产品，为推销永生村优质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了尽快让永生村

的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在代言活动中，李新功就像“拼命三郎”，

给市民和消费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每次参展时，李新功都亲自走上展位，一遍遍推销着村上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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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省内外媒体采访 40多次，不厌其烦地在他的微信朋友圈推销农产品。

累积下来，李新功竟然成了朋友圈的“网红”，被大家亲切的成为“网

红书记”。

有位老朋友看到李新功在朋友圈发布产品消息后，给他发微信语音：

“你好歹也是市委办公厅的干部，总是在朋友圈发这些乡村土货消息，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做了微商呢！”李新功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回答朋友：

“干啥就得吆喝啥，我是永生村的人，只要能帮助永生村的群众卖产品，

哪怕是做微商、当网红，我义不容辞！”

在李新功及全村人的努力下，永生村农产品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产

品销往全国19个省市和地区，线上线下累计销售额突破300万元。2018年，

永生村被吉林省商务厅评定为“省级电商村”。

党建引领带动 发挥党员作用

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一个好支部。李新功作为第一书记，用自己的

信誉尽心尽力为扶贫产品代言。他把勤劳致富的精神植入贫困户心坎儿

上，让贫困户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认真负责、敢于碰硬的工作态度，让群众看到了一名真正为民服务的共

产党员形象，也让他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了党旗的照耀，有了党支部的带动，有了党

员的引领，脱贫攻坚战才有了真正的胜算！党员队伍真正发挥作用了，

村里才有了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他带头组建永生村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与 15 户“五保户”结成帮扶

对子，定期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积极联络各级慈善机构和社会爱心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逢年过节为贫困群众捐款捐物，累计价值 36 万余元，

形成了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为了进一步增强党支部凝聚力，夯实党员队伍建设，李新功设计了

争创“五好支部”、争做合格党员等活动载体，每周定期开展“党员活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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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村民、凝聚村民为核心，融入脱贫攻坚、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

各方面内容，让党内活动与全村百姓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看到村里的党员每周一挨家挨户走访，帮着忙这忙那，起初村民并

不感动，以为就是走走过场，热闹热闹。

村里的老党员何宪文说：“真没想到李书记能带着大伙儿把这事坚

持下来，好多年没看到这样的场面了，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大家热火朝天

战天斗地的情景。我虽然年岁大了，但党性不改，也得跟他们一样，发

挥自己的余热。”

谈到“党员活动日”，李新功有自己的考虑。“永生村的年轻农民

外出较多，很多家庭都有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在生产生活上面临诸多

难题，党员们开展志愿服务，就是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群众最需要

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

几年来，不论是防汛抗洪的一线，还是风雪交加的夜晚，那里有困难，

那里就有李新功同志带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

2020 年春节假期，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突然降临，全省随即进

入了一级响应状态。李新功第一时间与村干部联系，了解村里有关情况，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并做好了回村的准备。由于李新功所住的小区发现

一名确诊病例，社区要求小区所有居民要自觉在家隔离 14 天。这一期间，

他人虽在家，但心却在村里，每天都与村干部通电话，及时掌握村里防控

工作情况，安排调度工作队员和党员志愿者参与防控工作。听说村里防

护物资紧缺，他就积极协调了一批医护口罩、消毒和生活物资，快递到

村，及时解决了村里防疫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问题。小区隔离刚一解除，

他就迫不及待赶回村子，战斗在工作的第一线。

欲问秋果何所累，自有春风雨潇潇。如今的永生村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由不足 5 万元

达到 25 万元。2019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突破 1.2 万元。

成绩面前，李新功仍然保持着清醒，“既定的蓝图还没有完全绘就，

返贫的风险还没有彻底消除，我要带领党员群众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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