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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男，1982 年 10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共青团长春市委社会联络部部长。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榆树

市恩育乡西关村第一书记。曾获新时代长春青年先锋等荣誉。

“小杨书记”真贴心
——记榆树市恩育乡西关村第一书记杨宁

2016 年初，杨宁被派驻榆树市恩育乡西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

一驻，就是 4年多。如今，他不但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偏

僻小村，还结交了一大帮过去是贫穷得捉襟见肘的“穷亲戚”。现在他们

是贴心贴肺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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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亲人胜亲人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杨宁清醒地意识到，要把西关村的工作做实做好，

首先要把自己融入到群众中去，做村民的知心人，“只要进了门，就是一

家人！”他坚信通过自己的真心付出，就一定会赢得村民的信赖和支持。

来到西关村，杨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户户走访，看村民的生活究竟

怎么样，村民都在干什么，想什么。可这一走访，问题就兜上来一箩筐。

有的家里人口多，孩子上学难；有的常年有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

身患残疾，因病致贫……一堆难心事，压得杨宁几乎都要喘不过气来。

经过多日走访摸底和认真梳理，杨宁抓往了西关村落后的主要问题：

一是村组织不够健全，干部党员人心涣散，不能形成一心一意搞经济，

全心全意谋发展的全力；二是村民除了依靠有限的土地进行传统的种植

业之外，没能形成投入少、效益高的致富产业，农民的收入有限。

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杨宁便开始了对西关村的未来发展进行全盘谋

划：聚党心，增活力；抓产业，促发展；重脱贫，共致富。

要想抓好扶贫，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杨宁想开个党员大会，结果

通知下去，来开会的却只有村两委的成员，这让在机关里从事过党建工作

的他很是不理解，难道是大家对自己这个新来的第一书记有意见？村里的

老闫书记告诉他：“村里的党员也都是农民啊，白天大家都忙活着自己

田间地头那点儿事儿，没心思来开会，就算来了也是不出耳朵不出声”。

“既然白天没时间，那咱就改成晚上”，“不喜欢干巴巴的念文件，

那咱就把活动丰富起来”。杨宁说干就干，他把自己家的电视机搬到了

村里，找出了在机关里搞党建活动时给同志们经常放的红色题材电影给

村民播放。自那以后，村里来开会的党员越来越多，一起学总书记讲话，

一起看十九大直播，一起看《建党大业》《十八洞村》，一起参与植树，

一起清扫村屯道路，一起给扶贫工作提建议、出主意。通过自己的点点

滴滴，村民渐渐认识到，“小杨书记”是个实在人，可交！

只交朋友当然不行，还要为村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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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杨宁驻足在五组村民孙喜才的泥草房前，看着歪斜的门窗、

破败不堪的墙面，他心酸了，很难想象他的工作对象就在这样的房屋里生

活，而居住在这样环境里的村民远不止他一个，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

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扶贫任务有多艰巨。“一定要让他们住上新房子”

成为他扶贫工作的第一个目标。 

走访登记、协调危房改造补贴款、联系施工方等前期工作做好后，

本以为有了政策支持贫困户住新房子不再是问题，危房改造工作便可以顺

利开展下去了。可事实却是阻碍连连。贫困户甄连生想着“建新不拆旧”，

方晓光嫌新建的房屋尺寸没有原来的大而犹豫不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人连政策补贴后的差额款都拿不出，改造工作难以进行。杨宁就这么一户

户的去做工作，从安全隐患讲到村容村貌，终于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同意拆掉了老房子。解决了思想问题，接下来就是资金了。在做通了贫困

户的思想工作后，心急如焚的他又马上回到机关与领导商量对策，商量过

后领导们积极支持工作，在机关为数不多的行政经费中拿出 10 万余元补

齐了改造款。当一间间新房子盖起来，看着一张张笑脸，此刻在他心中，

他们不仅仅只是工作对象，更是亲人。

一招棋好满盘活

西关村地处榆树市西北方，劣质土地较多，又是贫水区，村里年轻

人大多外出务工，上了年纪在家务农的主要依靠种植玉米，西关村的产业

发展也始终没有出路。面对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严

重缺少发展内生动力的乡村困境，如何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这一问题再

一次让小杨书记陷入了沉思。他开始外出考察项目、交流学习，却始终

找不到符合西关村发展的方向。某天很偶然地与村里一名老党员聊天的

时候发现了这些靠土地吃饭的老百姓的一个很大诉求：要想解决西关村

劣质土地问题，只要做好清淤就可以了。他跑去乡里农技站求证，在得

到肯定的答案后积极协调资金，打破了产业发展难的困境，清淤 2万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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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让躺在涝洼地的庄稼不再绝收，也为干旱的土地创造了浇灌的条件。

可谓一招好棋，满盘皆活。

通过清淤改造，使西关村的土地有了大幅度增收，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村民尝到甜头之后，杨宁又打起了环保农业和推动现代化农业的主意——

成立农机合作社，为村里经济“造血”促脱贫，提高村集体解决贫困问题

和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充分调研了解和征求、尊重村民集体的意愿

后，筹措资金 70 万元，把拉着翻转犁的大马力的拖拉机开进了村。通过

农机合作社扶贫工作，引导和发展耕地村级集体运营，为主要作物种植

区农村的长期稳定脱贫提供生产性支持，同时，合作社通过收益的积累，

可以实现自我滚动发展，为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为自我解决脱贫增

收问题打下坚实基础。深翻秸秆还田，土地肥力大增，西关村的天蓝了，

老百姓的腰包鼓了。

事事关心结情缘
 

随着扶贫政策一项项的落实，一个个帮扶举措的实施，一次次入户

的走访倾听，杨宁帮助那些贫困的乡亲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然而，更多

看到实惠的普通村民却提出了反对的声音，觉得把那么多优厚的政策放在

贫困户身上是一种浪费。在一次走访中，一名普通村民拉住他，言辞激

烈的表示不满意对贫困群众的各种照顾，还没等杨宁做出回应，贫困户

李广富一家就站了出来 ,李大爷激动的说：要不是因为自己儿子有重病，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现在也不会这么穷，辛亏党和政府给了这么多实惠

的政策，小杨书记又帮忙给贷款买了猪仔搞养殖，谁再说党和政府不好，

我就和谁急！虽然风波化解了，但杨宁却觉得确实也应该为全村的百姓做

些什么了，毕竟扶贫工作不光要让贫困的乡亲们脱离困境，也要帮助全村

的百姓更加富裕。为此他多方联系，在乡政府的支持下，为村里引进了

一个现代化的蛋鸡养殖场，不仅解决了村里的剩余劳动力，还帮助部分村

民入了养殖场的股份，乡亲们笑了，腰包鼓了，不和谐的声音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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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不大，可事情不少。“小杨书记”事事操心，整天缠在事务中。

近 5年来，他带领村班子成员全力推动产业发展，使村里的种植业和养殖

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补上了短板。他先后

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安全住房、饮水、就医、上学等生产生活难题，准确

把握贫困群众需求，把政策和实惠带给帮扶对象，为他们排忧解难、解

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驻村帮扶工作的成效，将工作真真切切落到实处。

他筹措资金为村里建设村民文体广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来村里教乡亲们

跳广场舞、太极拳，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拉着村班子参观农博会，组

织村里的年轻人参加电商培训班，拓宽大家的视野，相亲们的干劲足了，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现在，西关村的路平了、百姓们有了休闲活动的广场，家家户户

通了自来水，医疗有保障、孩子有学上、老人有供养，西关村也早已于

2017 年底退出贫困村行列，杨宁也从当初那个对农村工作一无所知的门

外汉转变成为一名懂农业、知农村、爱农民的“老书记”了，但村民还

是亲切地称他“小杨书记”。近 5 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

勇担脱贫使命，扎根基层挥洒青春汗水，在脱贫攻坚战中坚守岗位，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第一书记”的职责与担当。

一次扶贫，终生情缘。

作为一名 80 后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已经与西关村人结下了不

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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