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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生，男，1972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部主任。2018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九

台区胡家回族乡红石村第一书记。曾获长春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

真情奏响“脱贫曲”
——记九台区胡家回族乡红石村第一书记张长生

他将党的温暖带来，在贫瘠的土地上奏响了脱贫曲；

他将利民的政策带来，在破旧的村落里扶起一座座危房；

他将扶贫的春风带来，在广袤的厚土间种下村民的希望。

他用自己的热情点燃了乡亲们的创业激情；用智慧引领着乡亲们前

行；用汗水谱写了一幅美丽乡景图 ......

他是红石村的第一书记张长生，也是带着村民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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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促脱贫

2018 年，吉林大地白雪皑皑，张长生踏雪而来，任九台区胡家回族

乡红石村第一书记。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对于张长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工作要如何开展呢？“从

党建入手！”张长生默默地想。很快，他便带领着扶贫工作队进入了工作

状态。第一步，夯实党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张长生开

始完善红石村党支部建设，号召各村党员带头投身脱贫攻坚战、扫黑除恶、

乡村整治和抗击疫情等各项工作，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开展

党组织生活，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8 次，解决扶贫村难题 20 余项。在全村

中着重发展少数民族同胞加入党组织，2017 年召开村民大会，选任了一

名“80 后”回族小伙儿作为村里的副书记，为村班子村集体提供了新鲜

血液。在脱贫攻坚产业项目发展过程中，这些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村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充分的显现。第二步，纾困解难，精准构

建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张长生带领驻村工作队结合红石村实际，制定了《红

石村脱贫攻坚工作方案》，明确扶贫方式及任务，加大对红石村产业兴

村强乡等方面的保障力度，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目前，红石村农业总产值达到 2478.5 万元，人均收

入达到 8700 元。

政策扶贫焕生机

张长生带领驻村工作队认真研究红石村现状，找准切入点，加大帮

扶力度。他首先加强住房、饮水安全保障。落实住房保障扶持政策，加

大对红石村贫困户房屋老旧坍塌改造力度，开展农村危房等级评定、危

房改造对象认定，建立危房台账并实施精准管理。三年来，共为贫困户

危房改造 18座。其中进行D级危房改造 16座，C级危房维修改造 2座，

为 2 户无房户新建房 2 座，总投入 91.2 万元。目前，建档立卡贫困户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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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造已全部完成并入住。然后，他开始加强医疗、养老服务保障。落实

医联体建设、远程医疗、对口帮扶等措施，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抓好红石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驻村工作队先后协调 7万元资金，

为红石村卫生所购置诊疗设备 5台，免费为患病村民进行检查，共投入资

金 86 万元为胡家乡社会福利中心进行升级改造，扩建社会福利中心 500

平方米，新增床位 30 张，改善孤寡老人生活环境，实现回汉族老人分开

供养。经他联系和协调，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吉大一院到红石村、小韩

村对村民进行体检和义诊，解决贫困村困难群众就医难问题。对贫困村村

民强化基本医疗保障，提高贫困人口参加医保比例，目前全村实现医保和

养老保险双覆盖。其次，加强教育扶贫、村屯基础建设。他带领驻村工作

队对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走访摸排，红石村 6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校子女均享受国家各项教育扶贫政策，无人因贫辍学。他还联合爱心企业

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红石村和小韩村的贫困学生在校期间每人每月得到

东泽基金会 100 元的资助，极大地解决了贫困学生的压力。在了解到贫困

户杨艳慧的女儿杨爽初中毕业后想外出打工的情况后，他和包保干部多次

上门劝说，孩子学习好，上了大学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杨艳慧的家

庭情况摆在那，没有更多的钱去供孩子上学。针对杨爽的特殊情况，为

了让杨爽有一个稳定的学习和工作保障，他联系爱心企业九台农商银行，

将杨爽作为定项培养生，考入长春金融专科学校，三年学费由企业承担，

毕业后分配到九台农商银行工作，彻底解决了杨爽的学业和就业的难题。

现在的杨爽，不仅是班级的团干部，学习成绩也很好。

张长生还积极协调多方力量，改善村屯基础设施和环境，新建村屯

水泥路 5.4 公里，修建桥涵 4 座，为红石村 7 个自然屯安装太阳能路灯

300 盏。

立项促产助振兴

张长生带领红石村干部党员积极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开展天麻种植

项目。由国药集团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并回收成品，建有办公区及天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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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室 400 平方米，冷藏室 100 平方米，晾晒台 400 平方米，附属蒸煮设备

及烘干设备各 1 台套。现已形成从种植到采收、简单加工及销售一体化

的运营模式。2017 年底销售收入 40 万元，为红石村 53 个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每人分红 2000 元，2018 年天麻销售收入 21 万元，为红石村 49 个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和 7个边缘户人口每人分红 1000 元。

他又大力发展金融贷款等项目，采取“农户+银行+企业+保险公司”

的运营模式，与九台农商行对接，为2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贷款5万元，

以合作社形式入股辽源袜业，每年股金分红约 5000 元。

光伏扶贫项目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重要手段。2018 年他积极联系光

伏企业，为红石村 2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由企业出资

建设光伏电板，贫困户只要提供自家房顶就可以，并且企业还向保险公

司投保保证收益，每年为每户贫困户带来收益 1000 余元。

张长生又落实了蘑菇种植项目。2019 年他经过多次去外地考察调研

并协调资金，在红石村新建两栋大棚进行滑子蘑和木耳种植，并积极为

红石村的蘑菇木耳产品代言，带动红石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019 年增加

集体收入 6万余元。

张长生还带动红石村发展果树种植，为集体和村民增产增收。他协

调九台区林业部门，在红石村天麻基地种植不老莓 2000 余棵，2019 年、

2020 年为红石村贫困户和村民提供大榛子苗 5000 余棵，鼓励村民种植，

增产增收。

“三扶”脱贫营清风

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张长生也发挥自己从事法律工作的优势，

加强对红石村村民的法律知识的宣传，强化法治的教育，将扶贫与扶智、

扶志相结合。起初，张长生给村民提供一些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把“精

准扶贫”与“法治进乡村”结合，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群众讲授土地

承包转让、扶贫政策、外出务工劳动保障等急需的法律法规，开展法律

九  

台  

区



302 

时代印记

援助、法律咨询、送法进乡村小学，实现法律服务进乡村。后来，张长

生又深化了乡村治理，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遇见有苗头性的问题，主动到群众家中释法说理，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他带领驻村工作队通过各种途径，为红石建档立卡贫困户苗景荣化解借

贷与土地租赁纠纷问题。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影响脱贫攻坚工作，他带领驻村工

作队组织党员干部创新工作方式减轻疫情影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以及扶贫产业恢复生产。开展第一书记代

言、消费扶贫，切实解决包保村农产品滞销问题，协调、鼓励检察机关

及其他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购买包保村农产品。组织对已脱贫人口的

全面排查，特别是针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

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的人群量身定制预防性帮扶措施，强化防返贫

机制建设。

三年来，他带领驻村工作队始终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的

政治责任，加强红石村基层组织建设，扶植开发特色产业、激发内生发

展动力，带领红石村全体干部和群众，先后完成危房改造、卫生所升级、

养老福利院修建改造、乡村道路建设和桥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屯整

治等 9个改善人居环境项目。大力发展了天麻种植、滑子蘑种植、金融贷

款、光伏发电等多个重点扶贫产业项目，累计协调争取扶贫资金 1286.75

余万元。大力推动教育扶贫，联合九台农商行、吉林东泽基金会等企业

帮助红石村、小韩村贫困学生解决生活、就业等实际难题。带领红石村

党员干部完成了村里的自来水修建。通过他和驻村工作队的努力，带领

红石村于 2018 年退出贫困序列，红石村 25 户 49 名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精准落实“两不愁三保障”任务目标，现在的红石村已变成了产业兴旺、

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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