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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润涛，男，1972 年 03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2016 年 3 月至 2021年6月，

任农安县前岗乡于家村第一书记。2019 年获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

涛涌东风润民心
——记农安县前岗乡于家村第一书记姜润涛

“村里的阳光大棚、农机合作社每年都能给我们分红4000多元。”“每

年赠给我们 50 多只小鸡雏，最少也能帮我们创收 1000 多元。”“现在我

们有了自己的文化活动广场，再也不用到隔壁村去扭秧歌了。”面对媒

体采访，农安县前岗乡于家村的村民们滔滔不绝，脸上泛起希冀的光芒。

谈起近几年的变化，村民们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姜润涛。

2016 年 3 月，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姜润涛任

农安县前岗乡于家村第一书记。他在日记中写到：“身为一名企业老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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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这份担子的责任与重量，更懂得‘第一书记’的深刻内涵。这不单

单是一项政治任务，而是长春天然气人向社会注入爱心的形象代言。”

汗撒扶贫路，慷慨写壮歌。

五年来，姜润涛带着公司党委的嘱托，在于家村这片土地上，用第

一书记的责任、担当、热情和爱心，精准施策，攻贫克困，上项目增加

集体收入，建设施改善村组环境，让该村原有的 69 户贫困户、132 名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已累计为贫困户发放项目分红及帮扶慰问资金 52 余万

元，从根本上保障了贫困户脱贫不返贫。从而，弹奏出一曲曲访贫问困、

强村富民、建设美丽乡村的奋进旋律。

精准立项展宏图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姜润涛一头扎进于家村。

该村幅员面积 9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720 公顷，辖 4 个自然屯、6 个

村民小组，有农户 550 户，总人口 2250 人。“虽名前岗地却洼，还有三

成碱巴拉”贴切描述当地耕地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的现状。他在第一篇扶

贫日记这样写道：“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办公条件，的确很差，差得很难形容，

但我不是来享受的，是来改变这一切的。”

姜润涛来于家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驻村工作组挨家挨户走访困

难群众，看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诉求：“家里只有我一个重

要劳动力，每年就靠种地，养活全家，还供一个大学生。”“我和老伴

身体都不好，这么多年就靠政策资金扶持……”“人均 3 亩多耕地，够

干啥呀？”他心情沉甸甸地、一项一项地记录着每个家庭的难处。由此，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让他们的脸上都挂上笑容。”

蔬菜大棚项目。2017 年协调农安县投资 60 万元为于家村建设了八栋

日光温室大棚，2018 年投入使用，主要种植经济作物，每年所有收益为

贫困人口分红，每年人平均增收 500—600 元左右。

农机项目。2018 年单位投资 37.6 万元为于家村购置了两台大型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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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机，目前项目运行稳定，每年所有收益为贫困人口分红，户均增收

500 元。

合作经营项目。运用国家投资的 80 万与鑫城粮库的合作经营，每年

所有收益为贫困人口分红，每年人均增收 600 元左右。

此外，为了提高贫困家庭的幸福度，姜润涛的工作单位每年为每个

贫困家庭发放优质鸡雏50只，累计投入资金1.6万余元，发放6000余只，

使每户每年收入近千元。村里还组织党员干部和致富能手与贫困家庭结

成对子，包保庭院养鸡项目健康发展。

扶贫济困暖民心

“分红都打到卡里了吧，今年家里收入增加了吗？”“分红钱都到

帐了，今年到现在一口人达 4000 多了！”这一问一答，是前不久姜润涛

与工作队特意来到周海燕家询问情况时的对话。2020 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于家村的各项分红款陆续打进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银行卡里。得

知款项到账，看周海燕抿着嘴笑，姜润涛放心了。

随后，他们又询问贫困户丁宝录的情况。姜润涛关切地把患类风湿

多年行动不便的丁宝录搀扶进屋，让他稳当地坐在方櫈上。

丁宝录和周海燕住同一座房子，是三口人、两个户头的贫困户，被

扶贫组称为“一院两户”扶贫点儿。成员有丁宝录、丁俊涵和周海燕。后

两位是母子，前者是周海燕的大伯哥。2001 年，周海燕丈夫去世，撇下

了她和 4岁的儿子丁俊涵，同时，也扔下了残疾哥哥丁宝录。20来年了，

周海燕一直用羸弱的肩膀撑着两个家。既要只顾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

63 岁、无劳动能力的残疾大伯哥丁宝录，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艰辛。

周海燕今年 49 岁，和同龄人相比，她脸上的皱纹多了些，鬓角的白

发密一些。“姜书记，今年除分红外，加耕地转让收入，还有给我家的

扶贫鸡雏也养大了，现在总的算下来，人均年收入都超过 5000 元了。”

周海燕一边指着院里的一群鸡，一边笑着“汇报”家里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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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姜书记跟大伯父、母亲乐呵地聊着生活，聊着脱贫致富的话题，

在北华大学读大三的丁俊涵脸上绽开笑容。

改善环境小村美

该村新建的文化广场位于村委会大院内，面积 2200 平方米，设有篮

球场地，边缘装备各种健身器材。现已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农闲时节的傍晚，村民们会聚到健康文化活动广场，或一起挥绸舞

扇扭秧歌，或使用健身器材健身，或相互唠着生活的惬意。

“问以前？以前呀，村里没有广场，村民们想扭会儿秧歌，要跑到

外村去。”“现在我们终于有地方了，可以尽情地玩，再也不用往外村跑了。”

说起文化活动广场，文体活跃分子老姜头乐的合不拢嘴。

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让村民的业余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我们的生

活环境越来越好了，有了文化广场，还新建了图书屋，还有专家不定期

来辅导大家农业知识，这日子不就是我们曾经向往的嘛。”该村党支部

书记王景学说着说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不能不提的是，为了建文化广场，姜润涛各处筹措资金 10 余万元，

同时，跟施工队签合同时，把费用一压再压，结果工头去了给工人开支，

自己连饭费车费都搭进去了。图书室落成后，姜润涛还募集桌椅、书柜

和一千余本图书回来。

“活动阵地聚集起人气，村民的生活氛围越来越好。”村支书王景

学不住地赞美村里的文化阵地。同时，也念念不忘姜润涛与驻村工作队

入驻以来既抓经济、又建村文化设施的恩功善举。

风雨兼程终不悔

唠起五年来的驻村扶贫工作，姜润涛感慨万千。他说，从 2016 年 3

月被任农安县前岗镇于家村第一书记开始，就丝毫不敢懈怠，肩负责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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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担当，脱贫压力使他寝食难安。除法定假日外，包括周六周日，姜润

涛撇家舍业吃住在村。2018 年，孩子高考。在备战高考期间，因为他不

在家，每天晚上十点多孩子放学，风里来雨里去，所有接送孩子的任务全

部落到了妻子的头上。尤其是冬天，天寒地冻，道路湿滑，妻子既要上班，

又要管孩子，实在不容易。

前段时间，姜润涛的老母亲过生日，当天正好迎接检查，等检查组

离开时，已经是晚上。在办公室里，姜润涛通过哥哥的手机与母亲进行

了微信视频通话，说着说着，母亲老泪纵横，说我和你爸都挺好的，你

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说起家人，姜书记有些愧疚：父母生病住院，不能守在身旁；孩子

参加高考，也没有时间陪伴。5 年的驻村工作，家长里短，事无巨细，精

神长期处紧张状态，身体机能出现紊乱，体检时血压高达一百七八，医

生几次要求住院细致排查，可他一拖再拖。

“说句实话，工作并不好干，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但是，现在

早已搬掉攻坚路上最大“绊脚石”，使村民脱贫、村组环境光鲜美丽，

所有苦累，所以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工作收官之年，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为了不辜贫

困户的期望，他依然默默坚守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依然以一名共产党员

的坚韧和执着，投身到脱贫攻坚防返贫的巩固战中，为贫困村建设继续

添砖加瓦。

姜润涛说，实现全村脱贫只是一个开端，未来仍要守住初心，用强

村思维与富民决心呵护于家村的康庄树，用自己爱的波涛滋润她茁壮成

长，使之盛开出更加绚丽康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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