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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存，男，1967 年 4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长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双

阳区双营子回族乡黄金村第一书记。曾获长春市“两先一优”典型示

范工程优秀共产党员、双阳经济开发区（双营子回族乡）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

黄金村里幸福梦
——记双阳区双营子回族乡黄金村第一书记李保存

他与村干部同心同德，把脱贫攻坚真正落到实处，让贫困户深切感

受到党的温暖。在他担任黄金村第一书记的几年里，发展项目，扶危济困，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贴心

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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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李保存，现任长春市民委办公室主任，驻双阳区双营子回族乡

黄金村第一书记。

一辆自行车 见证脱贫攻坚事

刚到黄金村，他就让村干部带着他到所有贫困户家中认了门。之后，

一有时间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到贫困户家中探访。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基本

掌握了当时全村贫困户 31 户 73 口人的基本情况。接下来，他又对全村

自然条件、人口、土地、贫困户劳动力构成、家庭收入、精神面貌等情

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无论春夏秋冬，村民们总能看到他骑着自

行车在村里四处奔走。这辆自行车伴随着他完成了贫困户的识别、核查、

信息采集等基础工作，见证了他四年多来在黄金村的脱贫攻坚工作。现在，

这辆自行车已作为省脱贫攻坚第一书记扶贫展的展览品被永久收藏。

当时，面对全新的工作任务、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他迅速投入工

作，进入状态，发扬军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与黄金村的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他秉持“在学习中适应，在适应中工作，

在工作中熟悉”的态度，认真履行第一书记“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

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四项职责，为贫困户脱贫谋出路，

为村域发展谋良策，为群众幸福谋利益。他积极协调市民委设立 2 个产

业项目和 1 个民生项目。同时，引导少数民族社会团体组织和宗教团体

开展慈善活动。带领村“两委”班子齐心协力，于 2017 年通过了省政府

脱贫验收考核，实现了贫困户全部脱贫，从此甩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之前的黄金村党组织建设还相对薄弱，在班子重新换届后，李保存

注重提升村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村班子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和

调动“自己家园自己建，自己家业自己创”的积极性，提升村组干部解

决问题的能力。围绕“做表率，当先锋”活动，进一步规范党组织生活，

引导党员立足实际作贡献。又成立了黄金村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明确了工

作分工。他深入走访调研、商讨对策、制定措施、落实责任，与村干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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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勤沟通，齐心协力研究项目，得到了村“两委”干部的认可和拥护。

几年来，他与村干部同心同德，出色地完成了土地确权、村容村貌

整治、美化亮化“路上路”和“户户通”道路建设、自来水入户安装、

村民矛盾纠纷化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冠疫情防控、防范台风

等各项急难险重工作。

四季奔忙路 铺展项目振兴图

如何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是摆在面前的紧迫课题。他与新当选的

村书记、主任一起，对黄金村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前期走访贫困

户了解到的情况，最终向市民委提出解决脱贫、住房、教育等一系列问

题的三个项目建议，得到了市民委的大力支持。

第一个项目是发展棚膜经济，建设温室大棚。几经协调，向黄金村

投入 80 万元，其中市民委投入 60 万元，市科技局奖励 20 万元。又与吉

林绿屋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温室，产业项目收益覆盖全体贫困

户。其中一部分用于精准扶贫分红，一部分用于设立助学资金，并为全体

贫困户购买助老安康保险及特困补助。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收益 16 万元，

为贫困户分红 4 次，户均收益达到 2800 元。李保存又协调区政府，先后

投入 130 万元建设坤元蔬菜园项目，通过种植火龙果、蔬菜等，收益 34

万元，为贫困户分红 5次，户均 4400 元。

第二个项目是发展种猪养殖，变“输血”为“造血”。为了让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自己的劳动摆脱贫困，李保存协调市民委设立了种

猪养殖项目。先后共为有饲养能力的贫困户发放种猪 96 头，靠养殖种猪

增加收入。为了减轻贫困户的养殖成本和经济压力，还为贫困户解决饲

料问题。截止 2020 年 10 月底，全村贫困户养殖收益达到 54 万多元。

三社的贫困户张毅（化名），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之一。张毅早年

因参与传销活动被骗 10 多万元，房子和地都被抵押了，家里一贫如洗，

生活十分拮据。李保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2017 年 4 月，他协调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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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给张毅发了 4头种猪并提供饲料，同时邀请专家就种猪养殖技术进行现

场培训，又联系乡畜牧站对种猪进行防疫，并及时掌握行情信息。张毅以

4头种猪起家，几年来共养猪 150多头。现在，张家还有存栏种猪 39头，

计划明年继续扩大养殖规模。2018年，张毅打算建豆腐坊，苦于资金不足，

李保存又协调 3200 元，帮助他建起了豆腐坊，一年净剩 1.4 万左右，豆

腐渣还能作为饲料。几年下来，张毅仅从养猪和豆腐坊两个项目上就收

入 30 多万元，不但还清了债务，收回了土地，新建了住房，还有了节余。

2020 年，张家人均收入达到五万多元，已经成为村里有名的富裕户。

提到李保存，张毅感动地说：“感谢党的扶贫政策，感谢保存书记，

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

第三个项目是推进危旧住房改造，保证居住安全。危房怎么建？李

保存采取“享受政策补助一部分、民委帮助补贴一部分、自食其力自出

一部分”的办法，同时他又协调来 18 万元，如期完成了 4 户贫困户的危

房改造，对其他 10 户门窗损坏、棚顶漏雨、冬天保温差、存在隐患的住

房进行了维修改造，让困难户住上了平安房。

贫困户王威有心脏病，干不了重活，住的泥草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

墙面开裂倾斜，存在倒塌风险。2017 年危房改造时，王威因没有能力不

想建房，李保存便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向他宣传扶贫政策，在国家危

房改造政策的基础上，又协调市民委补助了 2 万。2018 年，王威住进了

窗明几净的新砖房，李保存又帮助他铺设庭院，方便了出行。

一颗为民心 温暖小村幸福梦

帮助张毅和王威脱贫，只是李保存众多扶贫工作中的一个缩影。几

年来，他为 5户贫困户落实了助学政策，为 11 户 16 人落实了低保政策，

为 13 户 15 人落实了残疾政策，为符合标准的贫困户落实了医保和社保

政策，使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李保存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的每一件事都当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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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事，亲力亲为，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017 年，贫困学生张爽、孟繁旭分别考入白城师范学院和吉林工程

技术师范学院，他协调社会团体和机关干部，为2名学生资助学费6000元。

贫困户赵万山因交通事故受伤，花光了家中积蓄，想发展生猪养殖项目，

又因选址在开发区内未能获得建圈舍审批。经李保存多方沟通协调，帮

他建起了临时圈舍，发给他 4只种猪，现在已发展到 100 多头。

2017年 7月，双阳区遭受暴雨袭击，贫困户老兵赵志范家旧房进水，

园子也被大水冲毁，种的菜全被冲走。李保存带领村干部及时排水，并

发放了补助，还把园子洼地填平。

2018 年，二社党员郑立萍创办留守儿童之家，李保存帮助协调党员

创业经费 1万元，用于基础设施维修，购置相关设备。

李保存还结合民委部门的特点，积极协调引导少数民族社团组织和

宗教团体，开展以助学济困为主题的慈善救助活动，为贫困户捐款捐物达

18 万元；协调长春市民族医院到黄金村义诊 70 多人，送医送药价值 2 万

多元；协调长春朝鲜族妇女协会为黄金村 3名学生提供助学金 1.5 万元，

为学生购买了棉衣等生活用品；春节期间，协调长春市朝鲜族群众艺术

馆到黄金村慰问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

正是这些小事、平常事，让贫困户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

温暖与关爱，也生动地诠释了李保存不忘军人本色，对党无限忠诚的赤

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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