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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志刚，男，1975 年 8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长春市建委轨道办主任。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农安县合隆镇

烧锅岭村第一书记。曾获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获三等

功两次。

一片真情撒热土
——记农安县合隆镇烧锅岭村第一书记祁志刚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城里长大的人，祁志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

以驻贫困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扎根”农村，一干就是三年。如今，农安

县合隆镇烧锅岭村，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祁志刚的第二故乡了。

经过祁志刚的帮扶协调，三年多来，依托长春市建委共筹措各类资

金近700万元，用于村里的扶贫项目建设，小村子发生了大变化，修广场、

盖大棚、建牛舍、安路灯、作代言、卖产品，整治卫生，美化环境，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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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下烧锅岭村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利用第一书记平

台就为村里销售绿色果蔬近 32 万余元。这一切凝结着祁志刚这个驻村第

一书记为着小村发展的尽心尽力，也凝结着长春市建委对自己包保贫困

村的一片深情。

每当提起第一书记祁志刚，村民们都是交口称赞：“祁志刚书记给

烧锅岭村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祁志刚书记给烧锅岭村村民的生

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建花开映小村

初来这个距合隆镇 7.5 公里的小村庄时，祁志刚放眼四望，小村风

景尽收眼底。村子不大，幅员面积 10 平方公里，辖 7 个自然屯 12 个村

民小组，耕地面积 642 公顷，人均耕地 2.2 亩。就是这个烧锅岭村，在

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被评定为省级贫困村。建档立卡时，全村共有农户

843 户，人口 2530 人，其中贫困户 45 户，占全村比例 5.3%，贫困人口

79 人，占全村比例 3.1%，是合隆镇全镇唯一的一个贫困村。

怎样才能摘掉贫困村的帽子，让贫困户们尽早脱贫走上致富路？这

是祁志刚上任后的头等大事。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么，

如何才能使烧锅岭村“青山长在”？祁志刚琢磨，一方面要依靠自己所

在的包保单位——长春市建委，发挥行业优势，真帮真扶；另一方面，

要想方设法壮大村集体经济，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发展才是硬道理。

祁志刚深知，要想带领大家甩掉贫困的帽子，必须要把全村拧成一

股绳，而拧绳的力量就是基层党组织。所以他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入手，

一方面努力提高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方面调动党员积极性，引导大

家主动参与各项工作。他坚持“三会一课”，按时为大家上党课，认真

宣传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员和村民都能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

方针，把大家的心团结到党组织周围，让全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他还特别注意发展年轻党员，注重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任职三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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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展新党员 5 名，壮大了组织规模。可以说，他真正利用党组织这

股力量，成功的把全村上下拧到了一起，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

的组织保障。

百姓冷暖挂心间

驻村第一书记，最牵挂的就是村里的贫困户们。为了更好地实施“精

准扶贫”，祁志刚成了村里贫困户家里的“常客”，他们的冷暖，牵挂

着祁志刚的心。

村里的谷凤英老人，孤身一人独自生活。几年前，因老伴病逝，儿

子又遭遇车祸离世，老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顿。得知老人情况后，祁志

刚三天两头来到她家里，仔细查看老人的房子，把国家和包保单位的关

怀，及时传达到老人手里。每一次他要离开了，老人家总是笑眯眯地拉

着他的手，舍不得他离开：“志刚这孩子，好着呢！总来看我，他一来，

我心里就亮堂。”

像谷凤英这样的贫困户，祁志刚对每家的情况都了然于心。除按时

完成日常的走访慰问工作外，他还组织为贫困户赠送鸡雏，让他们在家里

也能发展庭院经济；他还组织这些贫困村民去村里的葡萄园、菜园、养

牛场工作，每天，这些因为年龄或身体原因不能外出务工的人，就在自

己家门口，也能干上一份工作了，并且这份工作的收入还总是“颇丰”，

这真是让他们喜笑颜开。

在祁志刚和全体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村里的贫困户分红持续增加。

2016 年每户分红 1000 元；2017 年每人分红 1800 元；2018 年，每人分红

2000 元；2019 年每人分红 2200 元，2020 年每人分红 2300 元，贫困户分

红数额在全县名列前茅，贫困户人均收入由建档立卡初期的不足 3050 元，

增长到现在的 10981 元，贫困户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年来，作为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的队长，祁志刚带领驻村工作队，

工作在村，吃住在村。他们克服生活方面的诸多困难，与村民们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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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大棚里的瓜苗旁；盛夏夜晚广场上的秧歌队伍中；秋收金灿

灿的玉米地里；寒冬贫困户家的热炕头儿上，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

为了推销农副产品，他们开展代言打开销路；为了给村里修路补桥，

他们千方百计筹措物资；为了增加文化场地，他们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取

得支持；为了帮助村里整治环境，他们又多方沟通筹集资金。

村里的棚膜项目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为了把绿色的果蔬产品及时销

售出去，祁志刚主动为农产品进行代言，每当香瓜、葡萄上市，他都一大

早亲自到大棚同村民们一起采摘、装车、运送，真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

身土，村民打哈哈的说“这祁书记才来几天哪，就由白面书生晒成黑包公

了 !”。正是看到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的实干、肯干，老乡们才把他

们当成了自家人，今天张家来送只鸡，明天李家来送捆葱，大家象关爱

自己的家人一样关心着工作队，就象贫困户郭臣说的那样“祁书记这帮

人是真给咱们干实事啊，真是感谢政府给我们送来这样的好干部啊！”

小村就是第二个家

三年来，祁志刚一心扑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从未休假。老母亲年纪

大了在外地生活，为了不耽误扶贫工作，他放弃了每年探亲的机会，就

连母亲生病住院，他都没有去探望，他跟母亲说“妈妈，我正在办大事，

请您原谅儿子的不孝，希望您能理解儿子”。担任第一书记那年，女儿刚

上小学，三年来，祁志刚从未去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从未陪孩子参加过一

次集体活动。孩子总抱着他问“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到学校来和我一起

参加活动啊，别人的爸爸都来过，就是你没来过！”。孩子生病住院打针，

隔着电话对他说“爸爸我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妻子忙不过来，

也埋怨他说“村里也不差你一个人，请几天假有那么难吗？”。他总是说“媳

妇、宝宝，对不起了，你们克服一下吧，等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回去后

再好好陪你们。”可祁志刚却把村里的贫困户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

隔三差五就进家看看，谁家老人病了给送去慰问金，贫困学生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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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送去办公用品，谁家鸡雏长成了，帮助协调销售。

2020 年突发新冠疫情，他大年初七就到村里部署防疫，同时积极协

调防疫物资，为贫困户送去药品及口罩，同村民一道站岗巡逻，做好返

乡人员登记，确保防疫工作无死角。每当谈起这些，这个 45 岁的汉子都

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爱自己的家人，他觉得自己对不住自己的家人，但

他知道忠孝不能两全、顾大家轻小家的道理，就象他常说的一句话：“来

扶贫，我不后悔，我骄傲！”

祁志刚的努力工作换来了全村的认可，在几年来的多次组织部考核

中，他的测评得分均为100分，满意度也是100%。知道明年可能要离开了，

大家都恋恋不舍，谁看到他都问他能不能不走，能不能再多留一段时间。

每当这时，他都会说：“我尽量不走，现在脱贫攻坚胜利了，咱们不是

还要搞好乡村振兴吗？我不但要彻底摘掉咱们村贫穷落后的帽子，还要

争取把咱们村打造成真正的美丽乡村。”

祁志刚就这样忙碌着，1000 多个日日夜夜，对祁志刚而言，也是脱

胎换骨般的历练。站在烧锅岭村的村路上，远眺无边的玉米扬起绿色的波

浪；成排的大棚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健壮的肉牛在宽敞的牛舍里漫步，看

着烧锅岭村，这个曾经的省级贫困村，正一天天走上致富路，祁志刚微笑

的脸上泛着幸福的泪光，如果爱，请深爱，他期待着烧锅岭村会一天一天

地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裕。不久后他可能会离开这片战斗了三年的土地，

离开一起奋斗的全村老少，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里，因为他爱这片热土，

爱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人民，因为这是他深爱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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