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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琼华，男，1968 年 12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中共长春市委统战部侨务工作二级调研员。2018 年 2 月至 2021 年 6 月，

任农安县烧锅镇互助村第一书记。

融入乡情唱新歌
——记农安县烧锅镇互助村第一书记徐琼华

26 年的军旅生涯和 5 年多的市委机关工作，一下子转到完全陌生的

农村工作，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徐琼华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服

从组织决定，克服困难，把第一书记工件当作事业干。在学中干，干中

学，以村为家，视贫困群众为亲人，带领工作队员，紧盯人脱贫、村退

出的工作目标，紧扣“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抓实“一户一策”，

紧紧围绕“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

真抓实干，带领互助村取得了脱贫攻坚阶段性胜利。在 2017 年底成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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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贫困村帽子的基础上，2018 年 11 月贫困户全部脱贫，徐琼华把自己融

入了互助村那片深情的土地，用实际行动谱就了一曲华美的扶贫赞歌。

聚民心明方向

上任之初，徐琼华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在村里来回转悠。哪块人多，

到哪聊聊，哪家房子破旧，就到哪家坐坐！他心里明白，下派任驻村第一

书记代表机关，代表上级党组织，帮扶的第一步，就是了解第一手情况，

真实的贫困程度。问百姓疾苦，听群众诉求，成为他下派后的第一要务。

转来转去，在村里几乎成了一位“名人”。

通过交朋友、认亲戚拉近关系，深入了解 21 户贫困户基本情况。根

据记录群众意见建议，建立各项台账，集体制订《一户一策》，落实了时

间节点细节。通过扎实的走访调研，互助村每家贫困户基本情况，徐琼

华都能如数家珍。做到了情况掌握精准，帮扶措施合理、调整及时，为

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日常帮扶工作中，徐琼华和驻村工作队针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户施策，为 9名特困群众申请设立了贫困公益岗位，

每月可获得 1000 元的额外收入。他们还成立了互助瓜果专业技术合作社，

为滞销产品畅通渠道，打造特色品牌。2019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42 万余

元，为当地经济的改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几年来的帮扶努力，

21 户贫困户共 45 人全部实现脱贫。

“给钱、给物，更要建个好支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是摆

脱贫困的治本之策”。这是徐琼华常对工作队员和村干部讲的话，也是

他始终坚持的工作方针。

徐琼华坚持亲自上党课 16 次，注重理论武装。互助村主题教育和纪

念建党 97--99 周年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新时代“e 支部”党员学习制度

落实严格，走在了全镇的前列。在徐琼华的带领下，互助村开展经常性的

交心谈心，注重党性锤炼，组织生活会有趣味，有实效。坚持重大事项、

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四议两公开”，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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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练强内功，自我完善。建立并完善《互助村制度汇编》和《互

助村党建工作实用手册》，提升了村支部成员的政治站位和理论政策水平，

提高了互助村党建整体水平，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明显增强。

徐琼华邀请专家进行政策理论、科普知识及农业技术培训 20 余次。

走访贫困群众，悉心引导贫困群众把党的好政策与勤劳致富结合起来，教

育引导党员群众讲党恩爱祖国、讲文明爱生活。互助村党员意识显著增强，

致富带头能力显著提高，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为民办事不含糊

徐琼华非常重视脱贫攻坚业务学习和交流，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都

成为了扶贫政策宣传的“明白人”。分工明确，责任落实，跟踪问效，

确保了健康、教育、就业等扶贫政策项项落实，各项补贴户户到位。他

还多次自掏腰包带领村干部外出考察扶贫项目，多次协调市光促会、新

生代民营企业家等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到互助村考察。2018年 4月 27日，

在徐琼华的带领下，吉林云策集团云策希望慈善基金、健康扶贫基金会、

吉林省和合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共同下乡开展“电商扶贫车间”对接

会活动。爱心企业以科技宣传、设施捐赠、电商指导的方式引导科技精

准扶贫，增强群众脱贫致富信心。

三年来，徐琼华为互助村举办对接活动 10 余次，吸引社会投资 40

余万元，争取到科技扶贫资金 20 万元，为互助村上扶贫项目 2 个。设立

扶贫公益岗位8个，申报危房改造9户。从第一书记经费中出资1万余元，

为贫困群众抗旱保苗 128 亩，为 15 户贫困群众发放鸭雏、鸡雏共 330 只。

成立了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互助村贫困户年人均分红达 2000 元，村

集体收入从年不足 6 万元跃升至年近 40 万元，为确保脱贫成效和村民持

续稳定增收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了帮更好地帮老乡卖产品，徐琼华积极参加第一书记代言活动。

举办参加第一书记代言产品销售 5 次，协调统战系统在本村举办消费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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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大集 1次，有效地解决了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为民办事服务是第一书记的主要职责，也是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徐琼华带领工作队和村干部，每月 2 次逐户走访贫困户，宣讲扶

贫政策，了解生活情况，介绍务工信息。扎实的“访惠聚”工作，深受

贫困群众的赞扬。

三年来，结合贫困群众实际协调市统战系统送药品8万元，送米、面、

油、煤、衣物等合计 50 万余元。协调有关部门安装自来水 8000 延长米，

修建水泥路20余公里。加强村级组织规范化服务建设，服务大厅设施齐全，

开展为民服务全程代办、领办工作240余件。全天候开放文化广场、图书室、

活动室，互助村部已成为村民之家、党员之家和儿童乐园。

点点滴滴汇暖流

村务公开，民主监督，是农村工作的难点，也是农村工作的重点。

徐琼华带领工作队与村干部一起从本村工作实际出发，坚持从点滴入手，

把工作难点变成了工作重点。结合文化墙等思想文化阵地，深入开展核

心价值观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结合疫情防控、脱贫攻坚战、扫黑除恶、

秸杆禁烧、乡村文明建设和人居环境建设等，认真落实“四议两公开”，

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落实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让群众当家做主，通

过民主监督促进村务公开、公平、公正，夯实了基层建设基础。指导完

善村规民约，弘扬文明新风。解决群众困难和纠纷，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为强村富民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是村第一书记，疫情来了，我必须在一线”。接到省、市组织

部两个《通知》后，徐琼华这样对家人说。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悍然

泪下的请战书，只有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村书记的为民情怀。他背起双肩

包放弃了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于大年初五离家返岗，不顾个人安危，

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阻击战当中。

到村后第一时间召开了支委会，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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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排查、宣讲。发放传单、

倡议书 1200 余份、宣传手册 60 余本，有效地防止了恐慌心理，提高了村

民对疫情的防范意识。徐琼华 24 小时在岗在位，连续奋战月余，轻伤不

下火线，带病靠前指挥。与村医一起每日两次巡诊，发放隔离告知书21份、

解除隔离告知书 16 份。按扶贫工作网格化管理模式，组织 8 个小组对公

共场所、重点部位进行清洁和消毒。实行封闭化管控，建立信息共享台账，

减少人员流动，防止交叉感染。对 7个小卖点进行管控，防止群聚闲聊、

聚众娱乐的现象和问题。对 5 户准备请客办酒席的村民进行了劝导，有

效地防止了村民聚餐的问题，筑牢了“防护墙”，打赢了一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

驻村工作是艰苦的，但徐琼华乐在其中。“一天是第一书记，就一

辈子都把自己当作互助村的人”，这是徐琼华对驻村工作的总结，也是对

未来的计划。徐琼华表示，通过发展扶贫项目，让贫困群众实实在在得到

了实惠，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今后还要尽更多努力为村民服务，一如

既往地紧扣“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抓实一户一策，开展针对性工作，

同时，充分发挥统战系统联系面广的独特优势，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帮助

互助村致富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农  

安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