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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
攻坚

不光要让村民富起来 还要让大家乐起来美起来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史慧玉 刘暄 姚文辉 报道 蒋盛松 摄

7月23日，晴。大暑过后第一天，白城洮南，永茂乡新胜村乡路旁，骄阳下，花生苗繁茂茁壮。
新胜村地处吉林省洮南市永茂乡西北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前，洮南市是省级贫困县，土地贫

瘠，土质盐碱、沙化严重，群众收入普遍较低。而新胜村年轻劳动力少，留守老人、孩童居多，群众
思想守旧，经济发展上仍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发展模式单一。

从“透明人”变成“家里人”

陈桂艳，75岁，新胜村村民。23岁来到
这里生活，转眼间已有50多个年头。当记者
来到陈大娘家中，她趁着好天，端出几盆牡丹
花，一边浇水，一边修剪枝叶。午后的阳光照
进小院，透过窗子，映在装裱精致的全家福照
片上。

“我活这么大岁数，还从来没拍过这个，这
张全家福是吴书记他们仨，还有市里来人给照
的，给写对联，又贴画，这三个孩子可惦记我们
了。”

浇花的水用完了，陈大娘绕到后院打开新
水管。“你看，这都是新给换的水管。冬天水管
怕冻，今年吴书记他们给安上保暖的，让我们老
百姓吃上好水，健康的水。”

“吴书记经常来吧……”记者话音未落，陈

桂艳接着说，“总来看我们，我们有啥困难就找
他，也不见外了，找他来家吃饭，他也不来，我也
不知道他在哪儿开会，好给这孩子送点菜。我
孙子30多岁了，我也没拿他当干部，就当自家
孩子一样。”

陈桂艳说，原来村子破烂得不像样儿，现在
政策好了，感谢国家，也感谢学校，感谢吴书记
把好的政策带进村儿里，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而陈桂艳说的“吴书记”就是白城市洮
南市永茂乡新胜村驻村第一书记吴泽。

吴泽，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教师，2016年，
任职新胜村驻村第一书记。四年里，这位80后大
学老师，从刚驻村时人生地不熟的“透明人”，到现
在成为了走到任何老乡家里都可以盘腿上炕，唠
家常的“家里人”。

从大学讲台走到田间地头

一位大学教师，离开三尺讲台，扎向田间地
头，当起驻村第一书记。陌生的环境，转变的角
色，吴泽也感到过迷茫。

“2016年第一天刚来时，我半夜两点还没睡着
觉，思前想后，很迷茫，不知道能为村民做点什么，
怎么去做，后来学校领导给了我启发引导，让我逐
渐地从入户开始。那个时候村里还有土房，上人家
去，有的村民家里还有狗，特别厉害，很尴尬，不知
道说啥。但是现在就非常熟了，到谁家都能上炕和

村民们唠唠嗑，和大爷大妈好好说说话。”
“你虽然是大学老师，但是你也是从人民中

来的，也没什么所谓的架子，既然参与了这个工
作，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学老师了，是驻村第
一书记，把驻村放在前面，是因为要接地气了，
这个工作不接地气是干不好的。”

吴泽说，再入户时，心态就不一样了，他能
把自己带入到驻村第一书记的角色中去，自然
而然地工作就好开展了，思路也清晰了。

村里有了小广场和书画社

2017 年，新胜村基本没有文化生
活。

一天，村里文化大院的负责人找到
吴泽。“吴书记，你看能不能解决点音响
包括喇叭、服装啥的，咱们想组织个广场
舞队。”

负责人的话音刚落，吴泽爽快地说
道：“这么的，全村，不论男女，有这个想
法儿，宁可来跳广场舞，也不要去牌桌打
麻将，从酒桌上都下来。你负责组建广
场舞队，我负责组建篮球队，剩下的东西
你不用管，我来解决！”

吴泽将这个想法儿汇报给学校后，
得到学校领导的赞成和支持。买了音
响、服装，配了电脑、喇叭，安装了篮球
架……吴泽找到村里年轻人组建篮球

队，新胜村小广场的文化生活热闹起来。
修建小广场占用了李开仁老人家的

菜地，乡里为了表彰老爷子的无私奉献，
在村里修建凉亭，取名“仁厚亭”。“以前
村里没人打篮球，这篮球队纯是吴书记
给整起来的，都是为老百姓，占点儿咱的
地不算啥，村里都有规划，小广场建好
后，邻里左右的都来，可热闹了。”65岁
的李开仁说。

2018年，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
郑宇和李成飞也加入了吴泽的驻村工作
队。仨兄弟组团扶贫，成了村民口中的

“铁三角”。
“我们仨有时各司其职，有时集体行

动。吴泽书记把前期工作做得好，我们
两兄弟来了之后没有磨合期，直接进入

工作状态。”郑宇说。
郑宇负责入户归档，不仅要核实，还

要电脑录入。“第一次入户印象特别深，
看到吴泽进村民家，那种状态就像进自
己家一样，和他学习和村民打交道，这些
都是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现在我们仨
烧煤，收拾屋子，劈柴，烧炕，这些都会干
了。在这里每做一件事，都有兄弟们支
持，‘铁三角’就要互相支撑。”

美术专业毕业的李成飞，这次也把
他的书画技能带进新胜村。开设“翰墨韶
华”书画社，为村里的中小学生20余人进
行艺术启蒙教育，义务教授书法、绘画等
课程，孩子们的书画工具由长春金融高等
专科学校免费提供，目前已线下授课20
余次，连邻村的孩子也都慕名而来。

“五位一体”扶贫 摘掉“穷”帽子 小村大变样

新胜村决定打造农产品上行模
式，定位花生休闲食品，增加产品附
加值。

2019年，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利用创新学院的专业优势，为村
里开发许多电商产品。吴泽说：“这
个‘ 相惜’就是根据当地的地域
情况、特产，开发的花生系列产品，
去年年底我们在央视也做了推广。
因为我们电商扶贫的成绩比较突
出，2019年新胜村被评为吉林省电
商扶贫示范村，现在花生产品出货

量也比较稳定，今年我们计划把这
个产品做强做大。”

扶贫离不开产业支撑，给村里
建设绿色蔬菜大棚，从此村里有了
独立的经济实体。

2017年，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投资近30万元为新胜村建设了8
栋总面积3500平方米的蔬菜大棚，
花费1.9万元为大棚购买精密菜籽
播种机、蔬菜运输车。同时在村里
成立“洮南市优先菜园专业合作
社”，使村里有了独立的经济实体，

每年为村集体和贫困户增收 5万
元，将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25户、
48人全部纳入合作社参与年终分
成，人均增收约500元/年，实现了
全村贫困家庭全覆盖。

2017年，新胜村已经摘掉省级
贫困村的“穷”帽子，2017年底，脱
贫的贫困户为24户，脱贫人口48
人，分别占比为96%和97.9%，村集
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村民思想、精
神面貌和村容村貌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驻村四年又上了一次“大学”

吴泽说，驻村的四年，相当于自
己又上了一次大学。

“我来快四年了，真相当于自己
又上了一次大学，而且这个‘大学’
学到的东西甚至会超过我之前上的
那个大学。”

“亲眼看到一个省级贫困村一
点一点，从一个满村泥泞，黄沙漫漫
的小村庄变成现在绿树成荫，非常漂
亮的新农村，真是一个见证人。有时
坐在小广场上想想，真挺自豪的，有

时觉得自己真的挺有成就感的。”
“您把这四年说成上大学，这所

‘大学’咋样？”记者问吴泽。
“我自认为我真的成长了很多，

虽然我快奔四了，我还在成长中，每
次跟村民们接触，都能感觉到自己不
足之处，而且都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这次上‘大学’的机会挺难得的，作为
省里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之一，这四年

‘大学’让我觉得意犹未尽。”
“您觉得您毕业了吗？”记者问道。

“还一直在路上，这所‘大学’
我感觉任何人参与其中都毕不了
业，你要把心沉下去做的话，都毕
不了业，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了……”吴泽说。

“您本身也像庄稼一样，在这片
土地上吸取营养和成长。”记者说。

“是这样的，人民的智慧真是无
穷的，而且人民中的养分太多了，有
机会想在这里读个‘研究生’，继续深
造，向人民学习。”吴泽笑着告诉记者。

驻村要“住”在村民的心里

“真把这儿当家了，有时都忘了
自己还是个大学老师。每次回到学
校，看到能用上的东西都想往村里
拿。学校放库房里的空调，闲置下
来，被我带回村部，炎热夏季，正好给
村民们送来清凉。”

“把心静下来，沉下来，真正地沉
到老百姓的家中去。驻村嘛，你不能
光在这儿住，还要住在村民的家里，
住在村民的心里。这样，才能把咱的
扶贫工作做好。”

吴泽说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
的孩子，到村里工作，更像是反哺。
他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血液加入
扶贫工作，有更多的80、90“后浪”奔
涌在扶贫一线，带领村民致富，过上
好日子。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硕果累

累的背后，是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精准扶贫工作的大格局和扶贫工

作的有力推进。“作为省属高校，不
同于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我们没
有政策支持优势和资金优势，但我
们有人才优势和文化优势。”长春
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张炳辉
告诉记者，学校党委在制定扶贫战
略和方案时，就确立“坚持脱贫标
准、保证实现目标，立足自身优势、
丰富扶贫内容”的指导思想。在这
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创造性地开
展了产业扶贫、党建扶贫、教育扶
贫、金融扶贫、文化扶贫五位一体的
扶贫模式。

从2016年到2018年，学校结合
现代学徒制试点，和九台农商行合
作，连续三年面向全省15个贫困县
有基层网点的乡镇建档立卡的贫困
家庭，经民政部门确认，校企共同面
试，先后选拔99名优秀初中毕业生，
组建三届扶贫励志班。

“我们克服了学校教学资源紧张

等各方面的困难，为他们腾出固定教
室，配备最好的老师，和银行一道承
担培养方案制定、学生管理和教学，
以及孩子们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食
宿等所有费用。经过三年学徒式的
培训，最后到家庭所在地的银行网点
就业。”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张晓晖说。

目前，首批“精准扶贫励志班”的
51名同学已经圆满完成了在学校的
专业学习，获得了学校颁发的结业证
书，与企业签订了用工合同，被分配
到各自家乡九台农商行的基层营业
机构正式工作。第一年人均最低工
资收入在36000元以上。据用工单
位反映，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特别好，
素质高，工作积极进取。“励志班”的
孩子们特别懂得感恩，在分享成长经
验时，许多孩子都流下激动的泪水，

“是励志班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
一定珍惜这样成长的机会”。

2019年12月，作为扶贫的典型
代表，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受邀赴
央视录制《幸福账单》专题节目。在
节目访谈环节，张炳辉书记重点介绍
了“五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张晓晖
校长介绍了教育扶贫的特色成果
——“精准扶贫励志班”项目。现场，

学生通过《家在东北》《满堂红》《爷爷
奶奶和我们》等各类才艺展示以及系
列闯关游戏，充分展现了金专学子为
梦想拼搏的青春气息、为公益而战的
奉献精神，更是将个人的小梦想融入
国家的大梦想的有爱之举。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我们

要发挥高等院校的优势，让我们帮
扶的农民兄弟不仅衣食无忧，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还要让他们在文
化生活、精神生活上得到满足，让村
民们在富起来的同时，还要乐起来、
美起来。我们是这么想，也是这么
做的”。张炳辉书记如是说。

央视《幸福账单》让小乡村走向大舞台

第一书记吴泽的驻村工作笔记 驻村工作队铁三角吴泽（中）、李成飞（左）、郑宇（右）

吴泽、李成飞、郑宇到村民家走访

书画社里专心练字的孩子们

吴泽到村民家大棚了解情况

新胜村村民陈桂艳

他们代言的产品在电商平台销售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张炳辉书记一行来到新胜村
“翰墨韶华”书画社

陈大娘家的新房

村民喜爱的小广场：秧歌扭起来

新胜村新貌

——记洮南市永茂乡新胜村第一书记吴泽第一书记扶贫故事第一书记扶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