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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军人的使命和

担当。我们将不忘初心，坚持和发扬部队听党指

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挥好

‘兵支书’的示范带头作用，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8月3日，在由省委组织部、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的吉

林省“情系最可爱的人·2022最美兵支书”选树发

布仪式上，来自德惠市米沙子镇岫岩村的“兵支

书”李东波慷慨激昂的发言，道出了50名“最美兵

支书”共同的心声。

“‘兵支书’们铭记人民子弟兵的宗旨，继承

和弘扬部队优良传统，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在乡

村振兴的新战场上继续践行着初心和使命，成

为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力量。”通化县委组织部部长赵鹏飞在发布

仪式上说。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

一个又一个“兵支书”以敢打硬仗的决心、敢打必

胜的血性，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掌舵人”，服务群众的“贴心

人”，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以实际行动展示了

“兵支书”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形象、新作为。

从“兵”变“帅”
““兵支书兵支书””成为基层组织建设的成为基层组织建设的““掌舵人掌舵人””

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

堡垒。“兵支书”经过部队大熔炉锻炼，讲党性、顾

大局，组织纪律性、工作执行力强。“兵支书”成为

基层党组织“掌舵人”，能够更好发挥基层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

“钱书记，听党小组组长这么一说，我们心里

跟吃了定心丸一样，地种着也安心了！”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结束，磐石市取柴河镇王家街村村民在

听完党小组组长的宣讲后，围在“兵支书”钱勇身

边喜笑颜开地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

是让咱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钱勇笑

着说。

钱勇是省纪委监委下派到该村的第一书

记。毕业于沈阳炮兵学院的钱勇结合自己多年

党建工作经验和该村实际，创新探索出党支部

“一组五会”基层自治模式，制定了《“一组五会”

管理制度》《“一组五会”奖惩制度》，成立了以屯

为单位的4个党小组，党支部成员任党小组组

长。每逢上级出台和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

政策或召开重大会议，钱勇先对各党小组组长开

展集中培训，再组织小组长到村民中开展面对面

讲解。这不仅提升了党支部成员理论水平，更密

切了村党支部和群众的感情，树立了村党支部的

威信和形象。

在长白县新房子镇老人沟村任“兵支书”

的邹云宇，任职后第一时间组织“两委”班子成

员围绕如何发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开展

座谈交流，明确了村党支部在日常村务中“领

航员”“公道执行官”“为民服务队”的角色定

位。辉南县辉发城镇东胜村“兵支书”王野自

任该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多次召开党员大会学

习党的方针政策，抓好村党支部建设，发挥村

委会、村监督委员会、妇联、团组织、民兵组织

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增强了村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公主岭市怀德镇李家油坊村“兵支

书”王俊德进一步严格规范开展组织生活，坚

决执行“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等制度，每年

召开基层“两委”专题党建会议 12次、组织生

活会4次、讲党课2次。

“兵支书”们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发挥班

子成员模范带头作用，树立村党支部权威，不断

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组织开展了系列

暖人心、增干劲的活动。

德惠市朱城子镇良种场村“兵支书”李东亚

设立“村务监督岗”“文化宣传岗”等，在党支部和

群众之间搭建心贴心沟通交流的桥梁。靖宇县

靖宇镇永生村“兵支书”徐茂凡组织开展村党支

部和长江社区党组“村社联建”活动，通过开展重

温入党誓词、重走抗联路、健康义诊、文艺汇演等

系列党建活动，把老百姓的心捂得更热乎。镇赉

县坦途镇红岗村“兵支书”于建伟主动协调12万

元经费新建党群活动中心，建起“爱心超市”。去

年底，红岗村党支部被省委组织部评为“三星级

党支部”。

“‘兵支书’这个群体讲党性、守纪律、能吃

苦，将部队的优良传统和军人作风，用于村“两

委”管理，不仅有效解决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问

题，还强化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优化了

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大大提高了农村干部队伍整

体素质。”通化县委组织部部长赵鹏飞在发布仪

式上，对“兵支书”们加强基层党组织做法和取得

成效给予这样评价。

“我们将在松原市、德惠市组织开展‘兵支

书’集中培训活动，进一步提升‘兵支书’综合能

力水平，将退役军人中的‘兵’变为基层党支部中

的‘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处处长孟

柠说。

截至目前，全省有660余名优秀退役军人任

行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有1500余名退役军人

任村（社区）“两委”成员。他们永葆军人本色，持

续在强组织、固根基，增强村党支部战斗堡作用

上下功夫，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组织保障。

从“鱼水情”到“乡亲情”
““兵支书兵支书””成为服务群众的成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贴心人””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这是

广大“兵支书”坚守为民初心、不改军人本色的真

实写照。奋战在“兵支书”岗位上的退役军人更

能够把根植骨髓、融入血脉的爱民情怀进一步弘

扬和传承下去，继续做群众的“贴心人”，继续做

老百姓身边“最可爱的人”。

长春市南关区红嘴子村“兵支书”卢亮针对

村里老人出门办事难的实际，建立村级综合服务

平台，成立自营物业公司，推进煤水电等“一门式

服务”。在村里建卫生所、办幼儿园，村民看病，

孩子上幼儿园均8折优惠。

在农安县杨树林乡红光村，“兵支书”臧晓明

对部分群众喝不上干净的自来水心怀愧疚和自

责。他请来勘测团队，自费4万元购买管道，解决

了1000多名村民安全饮用水难题。

前郭县乌兰图噶镇乌兰图噶村“兵支书”胡

伟是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他在工作中了解到，

很多农民反映，如果能把补贴发放点放在农村信

用社，这样农民不出乡镇、甚至不出村就能领取

到补贴。于是，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将这个

议题在县人大会议上提出，后经县人大和财政等

部门商议，粮食补贴款发放点定为农村信用社，

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在帮助群众解决共性难题的同时，“兵支书”

们对家里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实行了点对点的帮

扶。

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新林村“兵支书”郭遥

不仅为孤寡老人解决了住宿问题，还为老人办理

了低保补助。老人特意委托邻居为他送来一面

写有“为民办事关怀备至，为民解忧情深似海”的

锦旗表达感谢。梨树县蔡家镇娘娘庙村“兵支

书”陈宝以多方筹集资金的方式，解决了贫困户

赵某危房问题，他还安排赵某做村屯卫生员，每

月开工资700元。德惠市米沙子镇岫岩村“兵支

书”李东波经多方联系，将贫困户10万元的医疗

费用报销了9万元。东丰县小四平镇福胜村“兵

支书”丁峰为贫困户刘某争取扶贫款修缮房屋，

帮助身患癌症的村民积极接受治疗，帮助家庭困

难退役老兵刘德福解决现实困难。敦化市贤儒

镇丰产村“兵支书”杜爱林每年自费看望八九十

岁的退役军人、困难党员、贫困户等，累计捐助资

金达5万元。柳河县柳河镇砬门村“兵支书”魏彪

通过个人朋友圈为家庭困难大学生小梁募集捐

款2.42万元。

在让群众心里暖和的同时，“兵支书”也要给

群众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环境，让村民和城里人

一样住在一个干净、整洁、美丽的环境里。

双辽市新立乡丰产村“兵支书”苑广波制定

《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言行，建设“农家书屋”，开

展“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好婆婆”“好儿

媳”等村民喜闻乐见的道德文明评比活动。

双辽市兴隆镇耕耘村“兵支书”李学伟聚焦

农村房、路、水、电和就医等难题，为贫困户新建

住房68户，争取资金750万元修建6条9公里入

户街路。协调专项资金修建农家书屋160万平方

米、文化广场2200平方米，协调资金10万元安装

路灯。

德惠市朱城子镇良种场村“兵支书”李东亚

为了让村民生活环境“美起来”，协调相关部门、

单位投资600万元，完成全部5个屯的绿化美化，

建立“农家书屋”“电子商务平台”，让村民100%用

上自来水，铺设柏油马路14.8公里，建设文化墙

1300多米，村屯绿化率90%以上。

从“排头兵”到“领头雁”
““兵支书兵支书””成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成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带头人””

军旅生涯的锤炼，使得退役军人们敢想敢

干，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他们以钢铁般的

品质、火热的情怀，将“兵支书”们打造成为吉林

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一面面旗帜。

面对村里被征地农民的现状，长春市南

关区红嘴子村党委书记卢亮带领村民因时而

动，筹建 10000 多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其中

7500 多平方米自营，3000 多平方米 60 多个招

租摊位，创办了红旗农贸市场，解决了村民就

业问题。

磐石市朝阳山镇大福安村“兵支书”苏继发

牵头组织300多名农民组成大福安村水稻生产

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机耕、整地、育秧、插

秧、植保、收割全程机械化，耕种收综合农机化

水平达到90%以上，改变了传统的水稻生产耕作

模式，合作社吸纳社员21户，种植绿色无公害优

质水稻240多亩，每亩水稻年纯收入达1200多

元。

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新林村“兵支书”郭遥利

用村里4公顷闲置土地建立以鲜食葡萄种植为主

体，融观光、休闲于一体的葡萄产业园，建设葡萄

种植大棚22栋，产量累计可达10万斤以上，毛收

入可达70万元，纯利润可达50万元。

德惠市朱城子镇良种场村“兵支书”李东亚

带领村民成立德惠市三合农机专业合作社，目

前，合作社由原来的8人增加到现在的56人，流

转和托管的土地由原来的18公顷增加到130多

公顷，带动了130多名村民就业，村集体经济逐

年递增。2021年被评为“省级示范社”。

农安县杨树林乡红光村“兵支书”臧晓明创

办农安县晓明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投资 500

余万元，修建了50栋日光大棚，当年，仅秋季一

茬作物种植就获利200余万元，为当地100余个

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近

百万元。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乡渔楼村“兵支

书”关长君于2018年成立“君宇合作社”，带头

筹集资金，栽培两万株大榛子苗，成活率达95%

以上，预计将给村民带来万元以上收入。双辽

市新立乡丰产村“兵支书”苑广波带领村民发展

生猪养殖，全村畜牧业产值达到890万元。东

辽县泉太镇三树村“兵支书”张凤祥积极发展村

运输业，在全村购置大型运输车辆30多台，增

加收入300多万元。

从“打硬仗”到“啃硬骨头”
““兵支书兵支书””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举旗举旗人人””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碰硬骨头、遭遇硬

仗对“兵支书”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兵支书”率

先垂范，沉下心、耐下性、持住劲，争当敢啃硬骨

头敢打硬仗的坚定“斗士”。

白山市浑江区七道江镇七道江村“兵支书”

孙庆玉上任后，该村正处于经济困难期，全村无

土地村民人数较多。面对困难，军人不服输、不

低头的性格让他没有后退，一户一户走访、挨个

问题化解。半年后，他把群体问题全部化解。他

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和自投资金30万元，增加村

砖厂的节能红砖生产线，第二年3月投入生产，

当年就为村集体增加收入28万元。他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多方劝说并最终得到村民认可后，他

以“七道江会议纪念馆”红色遗址，狼洞沟水库

为依托建成集红色旅游、农业采摘、水产养殖于

一体的农家乐，并在当地迅速火了起来。今年是

他担任村支书第6年，现在七道江村集体经济收

入已经达到400余万元。

像孙庆玉这样为带领村民致富，专啃硬骨头

的兵支书还有很多。临江市苇沙河镇四道河子村

“兵支书”刘刚克服种种困难，带领村民养殖冷水

鱼、种植中草药，栽植蓝莓、草莓等，村集体经济实

现年均增长2.6%。扶余市新万发镇苇塘村“兵支

书”柳亮劝说村民以“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养

牛产业。前郭县乌兰图噶镇乌兰图噶村“兵支书”

胡伟带领村民种植花生，农户每公顷收入可增加

16000元。

在众多“兵支书”当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

们既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也是被

所在单位选派到各个村的“第一书记”。他们有

兵的底色，机关干部的身份，更有“兵支书”的职

责。乡村振兴一线，他们底色不改，血性不退，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

李东波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分局副局长，也是德惠市米

沙子镇岫岩村“兵支书”。他积极争取资金80

万元，联合村合作社建立大棚 13栋，养殖场 1

个，村集体经济收益4.8万元，贫困人口每年获

得收益 5000元。磐石市林业局干部杨天威到

磐石市富太镇长岗村担任第一书记后，争取资

金 109.5 万元建设光伏发电项目，产生收益

18.98万元。随后他又争取资金59万元建设蔬

菜大棚 23 栋。2020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8.7万元。通化市民政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

副书记魏标任柳河县柳河镇砬门村驻村第一

书记后，积极争取资金、申请项目，在该村先后

建立光伏发电、大榛子种植园、苹果梨干加工

厂等产业，2016年至 2020年，每个贫困人口获

得产业项目分红从 700 元递增到 1300 元。省

纪委监委下派到磐石市取柴河镇王家街村任

第一书记的钱勇，联系白山市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投入扶贫资金286万元兴建加工厂，使村

集体可实现年增收 18.6万元。省残联高尚志

任和龙市崇善镇竹林村第一书记后，协调相关

部门注入项目资金 25 万元，为竹林村养蜂项

目带头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选派干部邹云宇任长白县新房子

镇老人沟村第一书记后，促成村里蜂产品加工

企业和长春市某发展投资公司的长期战略合

作意向。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袁光任

集安市青石镇望江村第一书记后，在望江村形

成了总投资 2000 万元，以构建集装箱特色民

宿旅游集群为发展定位的产业布局后，他积极

加强和省税务局的沟通，获得了扶持资金的投

入。通化市二道江区二道江乡桦树村第一书

记李长征在前期协调城香酒业、畜牧养殖公司

等3家公司和该村保持合作基础上，2019年又

争取省级扶贫资金26万元。2019年末两个公

司拿出6%的利润为村民分红，实现贫困人口年

人均分红2600元。

“‘兵支书’是优秀退役军人的代表，在部队

他们是‘排头兵’，到村支书岗位后，他们又是

‘领头雁’，广阔农村就是他们的新战场，让乡亲

们过上好日子就是他们的战斗目标。下定作战

决心，再艰苦，再困难，‘兵支书’们也从不退

缩，我们坚信，有这些底色不褪的军人做兵支

书，做领头雁，老百姓一定能过上更幸福、更美

好的日子。”吉林市丰满区区长王飞在发布仪式

上说。

—— 吉 林 省“ 兵 支 书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战 略 纪 实
赵建龙 孙兆领 本报记者 赵梦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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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红嘴子村党委书记 卢亮

2.长春市二道区英俊镇四合村党总支书记 姚青山

3.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张大村党支部书记 徐国志

4.公主岭市怀德镇李油坊中心村党支部书记 王俊德

5.农安县杨树林乡红光村党总支书记 臧晓明

6.德惠市朱城子镇良种场村党总支书记 李东亚

7.德惠市米沙子镇岫岩村第一书记 李东波

8.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新林村党支部书记 郭遥

9.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渔楼村党支部书记 关长君

10.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孟家村党总支书记 赵岩

11.磐石市朝阳山镇大福安村党支部书记 苏继发

12.磐石市富太镇南长岗村第一书记 杨天威

13.磐石市取柴河镇王家街村第一书记 钱勇

14.梨树县蔡家镇娘娘庙村党支部书记 陈宝

15.双辽市新立乡丰产村党支部书记 苑广波

16.伊通县小孤山镇西大有村第一书记 付大明

17.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永兴村党支部书记 钟明辉

18.东丰县小四平镇福胜村党支部书记 丁峰

19.东辽县泉太镇三树村党支部书记 张凤祥

20.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英华村第一书记 陈雨勃

21.通化市二道江区二道江乡桦树村党支部书记 李长征

22.辉南县辉发城镇东胜村党支部书记 王野

23.集安市青石镇望江村第一书记 袁光

24.通化县大泉源乡爱国村第一书记 魏彪

25.白山市浑江区七道江镇七道江村党总支书记 孙庆玉

26.临江市苇沙河镇四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 刘刚

27.靖宇县靖宇镇永生村党支部书记 徐茂凡

28.白山市江源区城墙街道五岔村第一书记 朱明磊

29.靖宇县景山镇崇理村第一书记 赵延艺

30.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鹿沟镇马鹿沟村第一书记 马旭阳

31.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新房子镇老人沟村第一书记 邹云宇

32.松原市宁江区新区街道新源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丙

33.扶余市新万发镇苇塘村党支部书记 柳亮

34.前郭县乌兰图嘎镇乌兰村党支部书记 胡伟

35.前郭县宝甸乡孤店村第一书记 赵鑫

36.前郭县长山镇四克基村第一书记 宋立东

37.镇赉县五棵树镇苏可村党支部书记 李强

38.白城市洮北区平台镇大岭村第一书记 林猛

39.大安市太山镇宝石村第一书记 张兵兵

40.镇赉县坦途镇红岗村第一书记 于建军

41.珲春市哈达门乡平安村党支部书记 朱立民

42.敦化市贤儒镇丰产村党支部书记 杜爱林

43.和龙市龙城镇龙新村党支部书记 安东哲

44.汪清县百草沟镇南城村党支部书记 于涵

45.安图县松江镇板石村党支部书记 徐忠俊

46.延吉市依兰镇台岩村第一书记 于建翔

47.汪清县复兴镇金苍村第一书记 李广禄

48.安图县新合乡七项子村第一书记 陈彤庆

49.安图县松江镇德化村第一书记 郭永毅

50.梅河口市吉乐乡吉庆村党支部书记 张志峰

吉林省
“情系最可爱的人·2022最美兵支书”名单

退役军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力量。从优秀退役军人中

培养基层组织带头人，既能拓宽退役

军人就业渠道，又能增强基层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体

系根基。3年来，省委组织部、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

合从“选、育、管、用”等方面入手，选

拔优秀退役军人担任村支书、村主任

和村“两委”委员，充实基层干部队

伍。全省广大“兵支书”“兵委员”们

抓住机遇，将战场转到乡村，凭借政

治觉悟高、作风过硬、执行力强、吃苦

耐劳等退役军人特有品质，迎难而

上、不畏艰险、雷厉风行、敢打必胜，

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巩固基层

政权重要力量。

写在前面

大安市太山镇宝石村第一书记张兵兵帮助贫困户销售红鲜椒大安市太山镇宝石村第一书记张兵兵帮助贫困户销售红鲜椒

辉南县辉发城镇东胜村党支部书记王野（三排左四）组织开展支部
活动

磐石市取柴河镇王家街村第一书记钱勇帮助村民打理秧苗

磐石市富太镇南长岗村第一书记杨天威给村民讲解惠民政策磐石市富太镇南长岗村第一书记杨天威给村民讲解惠民政策 安图县松江镇德化村第一书记郭永毅带领村民春耕安图县松江镇德化村第一书记郭永毅带领村民春耕

四合村一社村民冯也芹为长春市二道区英俊镇四合村党总支四合村一社村民冯也芹为长春市二道区英俊镇四合村党总支
书记姚青山送锦旗书记姚青山送锦旗

通化市二道江区二道江乡桦树村党支部书记李长征通化市二道江区二道江乡桦树村党支部书记李长征（（左一左一））带领村班子成带领村班子成
员帮助贫困户春耕员帮助贫困户春耕

通化县大泉源乡爱国村第一书记魏彪帮助贫困户秋收通化县大泉源乡爱国村第一书记魏彪帮助贫困户秋收

伊通县小孤山镇西大有村第一书记付大明（左三）与群众同劳动

吉林省“情系最可爱的人·2022最美兵支书”当选者合影 摄影 李强

吉林省“情系最可爱的人·2022最美兵支书”发布仪式现场 摄影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