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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龙，男，1972 年 5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榆

树市于家镇副镇长。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榆树市于家镇长岗

村第一书记。曾获吉林省事业单位脱贫攻坚工作嘉奖、榆树好人 - 最

美退役军人等荣誉。

 脱贫攻坚勇“亮剑”
——记榆树市于家镇长岗村第一书记李云龙

在榆树市与五常市交界处，有一个幅员面积 14.4 平方公里、人口仅

3 千余人的省级贫困村——于家镇长岗村。曾经，这里屋舍简陋、路面破

损，村民的收入仅靠自家耕种的几亩地。如今，这里房舍整齐洁净、道路

平整宽阔，村庄和谐、村民富裕。而提起这些变化，人们都说离不开驻

村第一书记——李云龙。这个有着和热播的抗战电视连续剧《亮剑》主

人公有着同一个名字的关东汉子，虽然没有生在战争年代在硝烟弥漫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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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勇猛杀敌，但他和那位抗战悍将一样，冲锋在脱贫攻坚的战场，用自

己的智慧和汗水在新时代扶贫工作中，赋予“亮剑”精神以崭新的内涵。

坚定信念 下定决心敢“亮剑”

2018 年 7 月，李云龙走出市水利局机关，被下派到比较边远的于家

镇长岗村，担任起驻村第一书记。初来乍到，他看到的是不同于城里的

落后景象，他心头一沉。但他回想不久前向党组织许下的承诺，轻咬了

一下嘴唇，尔后目光坚定地朝村部走去。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村组干部会议，李云龙想通过大家的汇报，梳

理出全村贫困的症结。有的说村里缺乏产业项目，发展后劲不足；有的说

全村劳力少，收入低；有的说村庄位置偏，集体资源匮乏；有的说党组

织没钱难办事，群众中没威望，李云龙听得脊背发凉。但是，军人出身

的李云龙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既然来到了村里，就要帮村里解决困难，

为群众多做些实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扭转长岗村落后的局面。

为了摸到更底层的情况，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云龙经常带上笔和本，

深入到村民家中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老党员、小组干部、有代表性

的村民，他几乎都拜访一遍，边问、边听、边记，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炕上桌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跟村民讲政策、谈农活、唠家常，把自

己当成村里的一分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迅速赢得了全村干部群众

的好感和尊敬。

在走访调研中，李云龙逐渐查清了“实情”，发现这里的村民年老

体弱者较多，且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缺乏敢想敢干精神；村班子集体发展

的思路不清，造成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也缺少服务意识，带动致富能

力较弱。他想，只要科学施策，找准发展途径，一边“输血”，一边帮助“造

血”“内外”齐发力，就有希望摆脱困局。

李云龙把想法跟其他驻村队员、村干部进行了交流，又汇报给了包

保单位领导，最后在组织部门、扶贫部门和镇党委的指导下，制定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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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引领、因户施策、多措并举、产业致富”的工作计划。目标有了，信念

更加坚定，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李云龙悄悄把自己的微信名改了，取名：

亮剑。

苦练内功 黑土地长出金疙瘩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状况不好是限制村庄发展的极大因素，李云

龙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市水利局领导听了他的建议，出面与交通、农业农

村局等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投资 150 万元，修建了 1.85 公里村屯水泥路

和 6 座农道桥。2019 年 4 月在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王凯包保长岗村后，长

春市交通局等部门，也投资 400 万元，修建了 5.9 公里水泥路，极大地改

善了村民出行条件。几年来，在李云龙的努力下，长岗村修建、扩建了路

边沟、文化广场等多项基础设施，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质的改变。

李云龙深知，依靠外力帮扶，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但要真正脱贫

摘帽，还得“苦炼内功”。他认真学习总结其他贫困村脱贫举措，尝试找

出适合长岗村的长效发展路径。经过反复调研及思考，决定调整种植结

构，引进红菇娘种植项目，通过改变种植传统，让黑土地长出“金疙瘩”。

采取“合作社 + 贫困户 + 农户”模式，种植红菇娘，再由企业收购，既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又提高了村民收入。

能否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界定贫困户是否脱贫的重要指标，

李云龙使出浑身解数，发誓要啃下“硬骨头”。贫困户郭万金的老伴患有

糖尿病综合症，因没钱交住院费用，腿脚都发生了溃烂，李云龙协调卫

计局和市医院，采取先治疗后结算的办法，使其及时住院治疗。贫困户

王国清、刘忠的建房补助资金不够建新房，他从水利局争取资金 2 万元

帮助建起新房。2018 年 8 月贫困户姜长文女儿姜姗姗上高中，他协调教

育局给予每年 4 千元的教育扶贫补贴，联系学校减免了部分学杂费，协

调爱心人士每学期资助 2 千元，自己每学期拿出 1 千元帮助孩子购买学

习用品，并连续两年担任 2名孩子的代理家长，确保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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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贫日，李云龙协调市政协委员为长岗村贫困户每户资助资金 500 元，

协调市水利局、生命之光志愿者协会和市妇联女企业家们为贫困户捐衣捐

物，协调市文联、小文艺家协会为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学生送去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李云龙通这一桩桩一件件大事小事，

对贫困家庭给以实实在在的帮助，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来自求学、

医疗、住房上的困扰，达到了吃穿不愁，生活有了保障。

播种希望 志智双扶奔小康

李云龙知道，驻村工作队不能永远留在长岗村，但他要让驻村工作

队的精神在村里“扎根”，帮助村里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不怕有烂

摊子，就怕没有好班子，村党组织不行，扶贫进度、脱贫质量都无从谈起，

群众也不会满意。只有筑强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才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李云龙先是在镇党委的指导和全村党员的推荐下，选优配强了村党

总支书记，让村班子有了“领头羊”，接着，通过抓村班子政策理论学习、

抓村组干部为民便民服务、抓党务村务及时公示公开、抓党员队伍教育管

理制度落实这“四抓”工作法，重新树立起村党组织威信，扭转村干部形象，

帮助长岗村理清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彻底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

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后，如何把村民从“等靠要”等惰性思想观

念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实现从“要我富”到“我要富”的思想转变，

成了李云龙心里的头等大事。为了扶志，他和驻村工作队员经常入户宣

讲党的扶贫政策，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避免群众脱贫后产生自满心

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李云龙一边带着驻村工作队参与

卡点执勤、入户排查等工作，一边对村民进行扶贫政策宣传，在形势得

到控制和缓解时，又号召村民尽快复工复产，做到了抗疫扶贫两不误。

在他的努力下，村民们普遍树立起“致富我光荣、贫困我可耻”的共识，

不再攀着要政策，而是比着多赚钱，激发了脱贫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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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季旱情严重时，李云龙带着大家拉水抗旱，经常亲自拿着水管

去地里浇地浇花。有些残疾户腿脚不便，他协调残联、医院，入户办理

残疾证，并协调单位领导赞助残疾户 6千元，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有的贫困户因为身体残疾劳动能力弱，缺乏致富信心，李云龙反复入户

做思想工作，动员他们搞养殖，搞其他副业，并协调残联为他们送去了

一些羊羔和鸡雏。贫困户姜长文在一次参加村里大会时说：“李书记来

了之后，帮我找脱贫项目，让我养羊养鸡，每当鸡要出栏，羊要下羔时，

我就觉得生活越来越有奔头。”村民张军也感慨：“李书记是个热心人，

为了帮大伙儿致富，他可真没少费脑筋。”

2020 年 9 月，李云龙被提拔为于家镇副镇长，仍然担任长岗村第一

书记。得知这一消息，村里的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发自内心替李书记感到

高兴，“没有李书记的辛苦付出，就没有长岗村今天的繁荣”“他为我们

带来了脱贫的希望，为我们带来了春天的阳光。”“他是我们的第一书记，

也是我们的亲人。”村民们一句句质朴的表达，满含对李云龙工作的认可

与感激，相信长岗村会永远记住，曾经有一个不畏困难勇于“亮剑”的第

一书记李云龙，将汗水和希望播撒在了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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