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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朋亮，男，1972 年 12 月出生，回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级调研员。2016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任

德惠市同太乡苇子村第一书记。曾获长春市“两学一做”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公务员等荣誉。

铁血精神赤子情
——记德惠市同太乡苇子村第一书记代朋亮

在部队，他时刻坚守着一名军人的使命和担当，用青春书写着忠诚

奉献的佳话；到地方，他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

党忠诚、对事业赤诚的赤子之心。他就是代朋亮，一个曾经非常出色的空

军军官，现今是一名为民造福、默默奉献的驻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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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谋划 “20字方针”方向明

2016年4月，长春市规划局绿园分局副调研员代朋亮听从组织安排，

来到吉林省德惠市同太乡苇子村任驻村第一书记。这对于刚从军旅生涯

转换角色没几年的代朋亮来说，无疑是又要迎接一次新挑战。

“能不能把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推进到底，关键看村‘两委’和党

员干部是否敢担当、有作为。”代朋亮在村“两委”会上开宗明义，直

奔主题。在代朋亮的心中，打好脱贫攻坚战，首先是看党员干部能不能

敢为人先。

为了使村民真正实现脱贫致富，他带领村“两委”以“两学一做”

为载体，以改善村级基础设施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为出发点，扎实开展

学习教育。通过学习教育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激发有作为、敢担当的

工作热情。

为解决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不高、不深问题，他组织开展集中学、

自学、邀请局领导讲党课、重温入党誓词、唱国歌、现场缴纳党费等多

种方式，深入学习党章党规，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

的伟大决策部署，联系实际地学习相关部门的文件和领导讲话等。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教育，村里党员的党性提升了，党员干部充分

掌握领会精准扶贫的政策文件精神，支部的“堡垒”作用增强了，脱贫攻

坚的战斗力焕发了。老党员张利平自豪地说：“我们村再也不是‘软弱涣散’

村了，只要大家一条心，铁杵也能磨成针，跟定代书记，定能让苇子村

变个样！”

紧接着，代朋亮经过一段摸底调查，走家串户，代朋亮对苇子村有

了基本了解：苇子村是德惠市的一个偏远村，在籍人口 2345 人、530户，

常住人口2150人、440户，现有劳动力1100人；苇子村党总支党员43名，

设东、西苇子两个支部，全村自东向西依次为东苇子沟、西苇子沟和黄

金窝堡三个自然屯，村庄占地 60 公顷；全村耕地约 750 公顷，在册耕地

600公顷，其中有 80公顷种植茄子、辣椒等经济作物，其余均种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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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结构单一，没有工业基础。

面对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较差、集体经济落后、农民

思想相对保守、致富基础薄弱的贫困村，如何让村子早日摘帽，代朋亮

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作为曾经的一名军人，代朋亮不忘本色，从不服输，为了早日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闯出一条创新的路来。他在深入走

访的基础上，经村“两委”班子共同研究，最后确定了“筑起脱贫路、

建起致富棚、成立合作社、强集体经济”的 20 字总体扶贫工作思路。

事实证明，这“二十字方针”切中当地要害，为苇子村脱贫致富明

确了方向。

筹资立项 产业兴村路子宽

初到苇子村，代朋亮在走访中了解到，苇子村致贫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村路年久失修，坑洼不平，蔬菜运不出，粮食没有车愿意进村来拉，

比邻村每市斤要低 2 分钱。要致富先修路，路不通贫难脱。修路就成了

代朋亮扶贫路上首先要翻过的“大山”。

为了早日修通村路，代朋亮到主管部门跑政策资金，回局里找领导

请示办公结余资金，想办法找门路筹集社会资金、跑立项跑规划……辛勤

的付出终于收到了实效，在村民秋收前的国庆节当天，投资 500 多万元的

7.317 公里村路施工完毕，顺利通车，村民终于摆脱了粮难卖、蔬菜运不

出去的窘境。据村民于占文估算，修路后，全村生产的蔬菜和粮食收入

提高了约 180 万元！ 

为了改善通信信号，代朋亮协调相关部门建设了移动通讯信号基站；

建设农机大库 1000 平方米；建设了 22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并装配了全

民健身器材，为村民提供了休闲运动的场所。

苇子村地下水缺乏，一度人畜饮水困难，有 150 公顷大地蔬菜常因

无水望天兴叹。代朋亮多方协调爱心企业，获捐 2.4 万元为村民打了 6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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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井，从根本上解决了村民饮水、种菜的困难。

信息闭塞也是本村致贫原因之一，代朋亮协调电信公司，投资48万元，

建设安装了通信网络基站，网络信号覆盖全村，利用网络建起了电商平台，

为村民蔬菜销售拓宽了渠道。

今年，村里又为村民硬化蔬菜交易场地 2500 平方米，改善了雨季泥

地无法分检和打包装车的实际困难。

苇子村在对村容村貌进行美化绿化的同时，还以本村特有 200 多年

树龄的古梨树园为基础，着力打造田园综合体。目前，百年梨园文化展

览馆目主体已经完工。

为了让村民能够真正掌握最新农业技术知识，代朋亮协调市委科协、

省花卉科学研究院，请专家、教授进村为菜农做讲座，深入大棚、温室、

菜田、牛棚，讲解病虫害防治、救治；组织蔬菜种植骨干参观见学，分

两个批次到国信集团种植基地培训蔬菜种植技术骨干 18 人，为种植合作

社储备人才。

为了加强产业扶贫，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把贫困群众全部纳入合作

社，群众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土地托管、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加入合作社，

在合作社务工增加收入，用合作社收益兜底脱贫，不但要让贫困户脱贫，

还要在一两年之后让他们达到村里中上收入水平。

为此，他和村“两委”集中土地 200 公顷，贫困户以土地入股，注

册成立了苇子村农业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了让合作社尽快见到效益，

代朋亮认真策划，精心安排，将合作社分成三块业务：以 10 栋日光温室

为基础的种植合作社；以 10 头黄牛为基础的养殖合作社；以 26 台套大型

农机为基础的农机、农资合作社。

投入200万元的10栋日光温室于2017年 1月抢建完成，当年“五一”

无公害蔬菜黄瓜、柿子上市售卖，年收益在 20 万元左右；农机合作社为

贫困户全部免费耕种，每公顷投入成本可降低 1700 元，合作社一个种植

周期收入可达 40 多万元；黄牛饲养周期 10 至 12 个月，一个周期收入 6

万元。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也分三块，收益 36% 是扶贫基金，用于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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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贫困边缘户扶贫生产；收益 40% 作为合作社积累基金，壮大发展；收

益 24% 给村集体，用于村公益事业、助学等。

他还指导有条件的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组织包保人给有养殖意愿

的贫困群众捐赠羊、鸡雏、鸭雏，并承诺年底回收，解决他们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通过一个个项目的落地，一户户具体的帮扶举措，村民看到了脱贫

希望，脸上洋溢出笑容。

赤子情怀 乐做村民的“主心骨”

尽管全村贫困户的收入有了普遍增加，可是仍然有部分困难群众面

临自己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于是，代朋亮就像“拔钉子”一样，一个

一个地加以解决。

苇子村贫困户中有6个危房户或无房户，代朋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得到一家爱心企业无偿援建。目前投资 80 万元的

贫困户安居周转房已经让他们全部入住。

特困户王长富家中没有收入来源，代朋亮积极协调各方，为王长富

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也为他的孩子上学协调到了助学资金，并为他家

购买了生活用品。

在了解到村民袁国胜身体羸弱，常年吃药，又无稳定收入后，代朋

亮就用自己的医保卡给其买药，助其渡过难关。

现年 71 岁的曹印明老人是代朋亮重点扶持的贫困户。代朋亮不但帮

他建起了4栋香瓜大棚，还帮他卖香瓜。老人感慨万分，逢人就夸代朋亮，

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驻村书记，代朋亮

成了他的“主心骨”、贴心人。

在代朋亮的带领下，苇子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2018 年，在代朋亮协调下，村里投资修整了排水沟 5000 余延米，安

装太阳能路灯 102 盏。村里还投资 40 多万元修建了文化广场，村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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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这里举办秧歌比赛、趣味运动会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如今的苇子村路通了，灯亮了，人富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村民们都说，

村里的条件比镇里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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