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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志军，男，1979 年 7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2016 年 8 月

至 2019 年 3 月，任双阳区齐家镇广生村第一书记。曾获白山边防支队

三等功、长春市人民政府三等功、长春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市

直机关优秀公务员等多项荣誉。

一言一行总关情
——记双阳区齐家镇广生村第一书记闫志军

再着戎装赴新程，倾听农民盼富声；

脱贫攻坚小康路，一言一行总关情。

                                        ——闫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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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长春市人社局党委经过研究决定，选派事业单位考

核培训处副处长闫志军到双阳区齐家镇广生村任第一书记。

组织的决定就是命令。作为曾经的军人，闫志军深知脱贫攻坚是党

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能亲自参与其中既是光荣也是幸运。无论有

多大的困难，自己都应该克服。此时妻子已妊娠六个月，但他还是义无

反顾地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坚定地走上了第一书记岗位，走

上了新的“战场”。

体察村情 科学规划致富路

广生村地处双阳北部，距齐家镇政府 5 公里，距双阳城区 15 公里。

踏上这片即陌生又熟悉的土地，闫志军就像来到了新的“战场”。他清

醒地认识到，要想胜券在握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

充分了解和掌握村情民意。

于是，他一边带领村干部起早贪黑深入农户，倾听民声、了解民意、

体察民情，一边组织村干部、村民代表共同研究未来广生村的发展思路，

组织村党组织班子、村干部、村民代表们坐在一起研究未来广生村的发

展思路，为制定脱贫攻坚规划打牢坚实基础。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闫志军带领大家踏遍了每个角落，用脚步丈

量了每一块土地，终于详细掌握了全村人口情况、生产和生活情况。紧

接着，他又对无房或危房、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和无劳动能

力致贫等贫困人口进行了详细划分，经过村民大会初选、党员大会评议、

公示等步骤，最终确认了贫困户 34 户，贫困人口 57 人。他把精准识别

的每一个程序都放在阳光下，置于透明中，得到了全体村民的一致认可。

确定了贫困户，打完了前哨战，他又开始着手为每户制定脱贫计划，

为全村的脱贫攻坚制定着规划。

他本着“扶贫不仅包括经济扶贫，还包括政策扶贫、健康扶贫，要

将服务触角延伸到业务最前端”的精神，积极作为，协调全系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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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系列对口帮扶工作，不仅让扶贫的政策惠及每一户贫困户，更让

人社惠民政策惠及每一位村民。他积极协调人社局相关部室和支部，组

织开展“千名专家服务民营企业之乡村扶贫行”活动，为广生村进行农

业产业规划，提高村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更为广生村未来发展谋划思路；

组织“暖流计划”工伤保险下乡行动，开展工伤预防现场咨询、工伤政

策宣传解读活动；结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春雁行动”的开展，在广生村

设立长春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为每一位有志于返乡创业的农民提供

从项目到资金的“一条龙”扶持。这些工作的开展，不仅得到贫困户的

称赞，更是得到了广生村民的赞誉。都说他是村民的好书记，是优秀党

员干部的典范。

扬长避短 精准定位猛攻坚

选取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环节。产业发

展关乎精准扶贫的实效，这是靶向问题。

“我们必须以务实的精神对待这项工作，每一锤子都要敲出火花，

每一块石头都要扔出响声，步步有结果，笔笔有进项，不能纸上谈兵，

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在村“两委”班子会议上，他铿锵有力的话语，

字字敲在村干部的心坎上。

经过与村干部认真讨论研究，结合广生村现有产业状况，他们最后

决定把主攻方向确定在扶持冠科农民合作社上。通过扶持冠科农民合作

社，打造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擎，从而增加贫困户收入，带动全村

整体脱贫。

结合双阳区和齐家镇的发展规划，他和村干部及合作社负责人进行

了多次深入探讨，最终确立了“绿色、诚信、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通

过村集体资本入股推动合作社发展壮大，积极打造冠科农民合作社的升

级版。

于是，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村民的炕头上，出现在村里的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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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耐心劝导下，许多贫困户、非贫困户加入到合作社。通过大家的

共同努力，冠科农民合作社的棚膜种植从原有的 7栋迅猛发展到 134 栋；

不同品种的果蔬销售和多家超市达成直销；冠科实训基地成功举办 30 多

期培训班，接待省、市、区学员达 4000 余人；“冠科牌”农特产品年产

蔬菜达 120 多万斤，产值达 300 多万元，水果年产量达 30 多万斤，产值

达 180 多万元；注册的“神鹿川”商标大米年产量达 360 多万斤，不但

畅销省内外市场，而且在南方多个城市也占有一定份额。冠科农民合作

社的实力不断增强，也加大了它的扶贫能力，每年合作社都可以向全村

注入扶贫资金，直接帮助当地贫困户及剩余劳动力 200 多人就业，贫困

户人均增加收入 2300 余元。

广生村区位优势明显，农作物也有特色。闫志军带领村组干部共同

谋划建设了“油坊、酒坊、豆腐坊”。他还协调市人社局连续三年向广

生村每年投入 100 万元，扶持 “三坊”项目落地。同时规划了农村观光

旅游，供游人现场观摩原始榨油、酿酒和做豆腐的工艺流程的农业观光

旅游，这项举动既向游客宣传了生产工艺，又有效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推动了“三坊”项目做大做强。“三坊”项目建成后，每年为村

集体创收达 30 万元。

闫志军还以村部农资大厅为窗口，打造了多功能营销展览区，形成

了以展销农特产品、冠科果蔬、李家菇娘、草编工艺品、绿色稻米、梅

花鹿产品等为主的 10 余个展台，实行网上销售和旅游销售，拓宽了村里

的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增加了经营收入。

不辞辛劳 一心一意为百姓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闫志军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领

导者又是劳动者。

有人调侃地说：“真不知道闫书记是干什么的，没有他不伸手的活。”

其实，这句话恰如其分。村民们记不清他究竟做了多少事，有时就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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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记不清。

在初到广生村进行调查摸底工作时，每件事他都亲自督办，一忙就

到后半夜；在修建文化广场和园区甬道时，他多次找市城建部门协调沟

通，一个人押车往村里拉砖一直忙到半夜两点多；在帮贫困户种植绿色

大棚时，他科学指导撒种施肥，他在大棚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在农忙时节，

他顾不上自己的腰椎间盘突出，卷起裤腿就下田帮村民插秧……像这样

类似的情景，广生村村民不知看见过多少次，听过多少次。

在实际工作中，他认识到，要想帮助贫困户在经济上脱贫，首先要

在精神上扶贫，让他们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他

带领村干部经常深入贫困户家中，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为他们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让他们看到脱贫致富的广阔前景。

贫困户孙忠元的妻子离家出走，母亲精神失常，女儿入学困难，住

房也破旧不堪。家庭的窘境让孙忠元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每天就是唉声

叹气。得知这一情况，闫志军率领驻村工作队来到孙忠元家中，开导孙

忠元要树立脱贫信心。孙忠元喜欢二人转，平时总愿意哼唱几句。在他

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孙忠元参加了村里的文艺队，隔三差五还能上台演出。

精神也振作起来。闫志军还帮助他推进了家禽养殖项目，协调孩子的上

学问题，还利用休息时间照顾孙忠元患病的母亲。这一系列的举动，让

孙忠元一家倍感温暖。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忠元盖上了新砖瓦房，

终于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孙忠元万分感激，他把入党申请书交到闫志军

手上，激动地说：“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帮助，没有闫书记，就不会有

我们家的今天！我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闫志军说过：“做一件事决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模棱两可，必须

要做到全部的投入。”全部的投入就意味着有所牺牲。在驻村工作的近

三年时间里，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内心充满对家庭对妻子的愧疚。

可妻子理解他：家里有我就行了，广生村那个大家离不开你啊！

在闫志军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广生村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丰硕

成果。贫困户全部“摘帽”，村集体经济实现了稳步增收，村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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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生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区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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