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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君，女，1962 年 10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

历，长春市应急管理局一级调研员。2017 年至 2018 年；2019 年至今，

任德惠市万宝镇樊家村驻村第一书记。曾获长春市优秀妇女干部、市

直机关优秀公务员、吉林好人抗疫先锋、长春好人最美抗疫人、长春

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村民心中的主心骨
——记德惠市万宝镇樊家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晓君

听说李晓君要走，德惠市万宝镇樊家村的村民炸了锅，乡亲们哭成

一片，那牵衣扯袖的场面令人动容。还有上百名村民联名向上级领导反映，

恳求千万要把她留下来。李晓君是谁？她为什么能与这里的村民结成这

么深厚的血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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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的李晓君，是长春市应急管理局的一级调研员。2017 年和

2020 年，她克服年长体弱、家有病父的实际困难，两次担任德惠市万宝

镇樊家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为村里办起了现代化养鸡场，帮助全村人脱贫

致富。她舍小家为大家，把贫困户当成自己的亲人，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

赢得了村民的爱戴和拥护。提起她二度扶贫的感人事迹，樊家村的百姓

有讲不完的故事。

含泪出征 女书记下乡送真情

李晓君做为驻村第一书记，第一次来樊家村是在 2017 年。那时已年

过半百的她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本来就很繁重，但考虑到组织的信任，

村民们的期盼，她二话没说，毅然决定下乡扶贫。

为了安心工作，她临走时把八十多岁且患病的老父亲安排到一家老

年护理院，流着眼泪踏上征程。

来到樊家村，李晓君首先进行细致的摸底调查，对全村的贫困户逐

户走访，深入细致地分析樊家村的基本情况，多方奔走为村民脱贫致富

寻找门路。

为寻找投资少、见效快的致富项目，李晓君先后 6 次与村干部前往

农安县、德惠市和辽宁省等地考察肉食鸡养殖、销售情况，然后依托德惠

市成熟的肉食鸡产业，形成调研报告，最终取得局党组和属地政府的支持，

决定在樊家村建设养鸡场。

李晓君做事雷厉风行，一旦确定下来的事立即就办，绝不拖泥带水。

建养鸡场需要大笔资金，作为一个贫困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为此，李

晓君使出浑身解数，四处筹措，多次到相关部门追加立项，七拼八凑，

终于协调来项目建设资金 180 余万元。

2017 年 10 月份，经过 5 个月的艰苦努力，樊家村终于建成了占地面

积 1350 平方米的现代化肉食养鸡场，并成立了德惠市首家村集体办理工

商注册的牧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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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工第一铲土到铺设鸡舍棚顶的最后一片瓦，李晓君一直坚守在

工地，随时协调解决任何施工难题。在这段时间里，李晓君太累了，吃不好，

睡不实，眼睛熬得通红，人也消瘦了许多，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局领导考虑到李晓君的实际难处，决定派一位年轻干部来替换她，

可是村里、镇里、合作方都不同意。村民说：“李书记是一个为我们办实

事的人，她要是走了，这么好的一个养鸡场谁办我们都不放心。”镇领

导也极力向局领导打报告，极力挽留李晓君。合作方提出的理由更充分，

他们说：“这个项目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一直合作的很好，她要走了，

后续工作别人无法衔接。”

大家都心疼这位知心的老大姐，但扶贫路上离不开她。就这样，李

晓君硬是让大家留下来了。

养鸡场完全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硬化水泥路 600 米，建造 100 平

方米的化粪池，70 平方米的储粪间，同时还建成了 130 平方米的化验检

测室等配套设施。

为了项目在安全质量环保方面达标，李晓君五次聘请环保、畜牧、

建筑、机械等专家把关，亲自带着水样到长春水务集团化验水质。

与禾丰牧业（长春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之前，李晓君多次召开协

调会议，为村里签订了风险低、收益稳的产销保价合同，确保了批次出栏

量2.4万只、年出栏量14万只的养殖规模，与养殖户签订了为期三年合同，

实现了村集体每年 10 万元的稳定收益，保障贫困户的帮扶资金及鸡场设

备维护费用，实现当年见效、当年分红的目标。截至 2020 年底，产业收

益金 37 万元，贫困户分红近 8万元。

两度进村 扶贫抗疫两不误

2018 年春节过后，组织上决定调李晓君回到局里工作。

由于长期劳累，李晓君的心脏出现病兆，特别是患病的父亲需要照料，

她只好忍痛离开樊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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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已经深爱的樊家村和初尝致富甜头的贫困户，李晓君真的有些

依依不舍。临行那天，100多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拉着李书记的手问：“是

真的吗？你为啥要走啊？”赵长林的母亲哭着说：“你不能走”……

最让李晓君牵挂的是赵义文一家。赵义文的母亲双目失明，妻子和

大女儿智力有障碍。从危房重建购买新被褥到室内粉刷，李晓君事事操

心，甚至连他全家衣物鞋子的号码全知道，赵家的许多衣物都是她送的。

2017 年 11 月 27 日，德惠地区十级大风火烧连营，她和村两委班子成员

第一时间赶到他家，用车将全家人送到安全地带。有一次，李晓君看赵义

文的大女儿看着自己穿的衣服，目光中充满了羡慕之情，就毫不犹豫地脱

下来送给她。孩子每次见到她都会深情地拥抱她，亲切地叫她“大姑”。

听说李晓君要回城了，孩子早就哭成了一个泪人。

李晓君事后得知，村支书为了挽留住她，还组织全村 100 多人签署

了联名信转交给局领导。回到原单位后，李晓君常常想，作为一名党员，

自己只做了一点应尽的义务，可在老百姓的心里却占据了那么大的分量，

朴实憨厚的樊家村村民让她难以割舍。

2019 年底，樊家村第一书记因公负伤。为了保证脱贫攻坚工作无逢

对接，局领导找到李晓君，征求她是否能二度出山，再任樊家村驻村第

一书记。本就与樊家村村民结下深厚情谊的李晓君二话没说，第二天便

顶着刺骨的寒风重返樊家村，开始了该村的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2020年 1月31日大年初六，李晓君和两名队员奔赴疫情防控最前沿，

同村“两委”班子一起开展了三个月的疫情防控工作。村里成立了组织机

构，制定了严密防控措施，她还带头和队员捐款 1000 元，及时解决贫困

户所需的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面对疫情，李晓君 3次入户做消杀工作，

指导村民防疫。疫情防控期间，她和村“两委”阻止 3起红白事约 130 桌

聚餐活动，为保护好全体村民生命健康安全履职尽责。

村里扶贫产业肉食鸡受疫情影响，有2.4万只在档期无法正常出栏，

她心急如焚，多次与收购方沟通协商，确保如期出栏，挽回经济损失近 2

万元，保证扶贫产业平稳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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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李晓君 83 岁的父亲病危，家人电话告急。

闻讯后的她心里十分内疚，但她分身无术，白天依然忙于防疫工作，直

到晚上才与家人联系，安排父亲的后事。人生最痛是死别，李晓君对父

亲的去世无比悲痛，可是为了樊家村的百姓脱贫，她只能在内心默默地

告慰父亲，希望能得到老人的理解。

扶贫济困 群众心中的“主心骨”

二次驻村以来，李晓君千方百计维护樊家村脱贫攻坚来之不易的成

果不受损失，面对疫情，她坚持不留死角，严防死守。疫情稍有缓解后，

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工作中，她提议重点改善贫困户人居环境。

从去年 6月份开始，先后为 8户贫困户粉饰室内；两次台风过后，对 3户

房屋漏雨的贫困户换瓦维修。

村民李庆国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住在西屋，冬天屋内墙面潮湿发霉。

李晓君得知后立刻组织村民用苯板对墙面进行隔离装修，还把自己家用

过的窗帘拿来为孩子们遮光挡风。李庆国激动的说“我大姑娘 19 岁了，

屋子一直没有刷过浆，现在的家里又明又亮，我都不舍得烧柴做饭了”。

为搞好村里的环境建设。今年 8 月，李晓君请示局里和镇里为村里

协调资金 5万元购买一辆铲车，节省了治理环境的人力和财力。

如今，村里泥土小道己铺上了水泥路；路两旁树木成荫花草掩映；

文化广场立起了宣传栏和各种健身器材；“村村响”播放着党的惠民政策。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看到樊家村一天一个新变化，

看到村民们喜悦的笑脸，李晓君感到非常欣慰。她认为，能让这些勤劳

而善良的村民过上好日子，即使自己付出的再多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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