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城乡基层党建工

作。吉林的白山松水间，8.56 万个党组织、165 万名党员，

勇于担当作为，活力不断迸发，努力开创城乡基层党建工作

新局面。

夯实基层党建基础

“如今，咱们基层的党组织越来越有力量，党建网格越

织越密。”四平市铁东区喜庆社区党委书记侯艳玲说，社区

有了便民服务中心、组建了志愿服务队，社区网格配备网

格长和楼栋长、单元长，党员走在了社区治理的最前面。

近年来，四平市“做实网格党建”，对全市基础网格进

行科学划分，取消各职能部门业务网格，形成基层社会治

理“一张网”，推动党的组织、执法司法力量、群团和社会组

织、志愿者团队下沉网格，实现党建引领、一网统筹。“社区

推行网格制度后，为居民服务的效率更高，更加精准、及

时。”侯艳玲说。

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关键在于资源、服务、管理下沉。

近年来，吉林省全面推进城市基层党建，选优配强街道领导

班子。全省城市街道领导职数新增 648 个、增幅 42.5%，为

810 个社区配备了专职党建“社工岗”。全面加强网格化治

理，全省设立网格党支部或党小组 10765 个，下派 5041 名党

员干部担任街长、路（巷）长，31.94 万余名热心居民担任楼

栋长、单元长，形成全域覆盖、全员覆盖的网格治理体系。

推进街道、社区、网格（小区）三级党群服务中心（站）建设，

全省已建立网格党建服务站 1895 个、打造社区共享家园

1509 个。依托街道社区党组织成立城市党建联盟 2050 个，

联盟成员单位 12197个，帮助解难题办实事 1.58万件。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日益加强。2018 年以来，全省

指导各地排查整顿党建工作软弱涣散村 2596 个。2020 年

以来，全省为乡村选配优秀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 1030
人。全省村干部年龄、学历实现“一降一升”。

激发改革创新活力

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进基层党建理念创新、机制创

新、手段创新，着力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

创建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统一领导体制，着力破解

条块分割、权责失衡、力量分散的现实问题。全省组建了省

市县三级党委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省委书记担任省

委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主任，5 位省领导担任 5 个专项

工作组组长，这种机构设置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有力推进。

有了好的顶层设计，吉林各地基层党建工

作不断释放改革创新的活力。

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的创建，形成了社区干

部教育培训品牌，打造了全省 3 万多名社区干部“双

线培训、全员培训、专业培训、定时培训”的新模式。

为提升农村治理水平，吉林省近年来选优配强 1489
名干部任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带领群众抓党建、抓扶

贫、抓发展，着力打造吉林省驻村第一书记党建品牌，创新

开展“第一书记代言”活动。

长春市机关干部李新功在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任第

一书记期间，被村民亲切地称为“网红书记”。在“第一书

记代言”活动中，李新功带着村里的产品跑展会、搞推销。

在他和全村人的努力下，2018 年，永生村农产品已小有名

气，产品销往 19个省份，被省商务厅评定为“电商村”。

据统计，吉林省通过“第一书记代言”活动打造扶贫产品

2097个，实现销售额超 7亿元，有力拉动了全省扶贫产业发展。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驻村以来，李新功带领全村党员开展争创“五好支

部”、争做合格党员等活动，在村里每周定期开展“党员活

动日”，村里的党员挨家挨户开展志愿服务。

“坚持党建引领带动，发挥党员作用，就是要把党员和

群众的心聚在一起。”李新功说。

在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广大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正在充分发挥。

白 山 市 江 源 区 石 人 镇 荣 斌 村 4 年 前 还 没 有 一 个 像

样的产业。如今，荣斌村从炒制沙棘茶到加工沙棘果粉、

沙棘果油，逐渐向产品多元化发展，不仅将产业做大做强，

还带动了全村 15 户 27 人的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荣斌村的变化得益于江源区村党组织“区域化联建”

工程。这项工程通过组织 2 至 5 个村结成联建党总支，推

动党组织联建、集体项目联办、民生问题联解等。 2016
年，江源区组织基础较好的榆木桥子村与车站、遥林、荣斌

几个村结成联建对子。通过一年的深度联建，榆木桥子村

一跃成为五星级示范村，荣斌村等两个党建工作软弱涣散

村的党组织成功转化提升。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吉林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重大考验。吉林省第一时间建立“五

级书记抓防控责任制”，24 万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一线。

全省凝聚起众志成城、齐心战“疫”的磅礴力量。

迈进“十四五”，吉林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正

阔步前行、砥砺奋进，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进程

中，体现新担当、实现新突破、展现新作为。

吉林选优配强干部下沉一线

推进城乡基层党建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岳富荣 祝大伟

谷凤杰是土生土长的吉林敦化市三道河子村人。1998 年，她

与丈夫丁志华在敦化市大石头镇经营餐馆。在事业发展得正红火

时，大石头镇领导找到丁志华，动员他回村任职，带领村民拔穷

根。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谷凤杰关闭了餐馆，一家人搬回了三道

河子村。

正当三道河子村奋力脱贫致富的时候，2010 年 5 月，丁志华突

发心脏病去世，村民们纷纷恳请谷凤杰领着大家接力干。2010 年

7 月，谷凤杰被选举为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

从那以后，谷凤杰带领村民发展养牛项目，目前全村存栏黄牛

3000 余头，年销售近千头；创建全市第一个妇女创业示范村，组织

百余名妇女学习传统剪纸技艺；个人出资 60 万元，带领村民发展

人参种植业……11 年间，全村人均纯收入从每年 8000 元增长到

3.5 万元。

作为村支书，谷凤杰带领村党支部设立党员示范岗，开展无职

党员设岗定责活动，实施多项基层党建创新举措。“有事找书记、发

展靠支部”成了村民们的共识。

精神上“富”起来，才能彻底斩断穷根。谷凤杰大力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村里实际，开设道德大讲堂，广泛宣传

村里的好人好事和善行义举……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村民们的精

气神更足了，村风也更文明了。

谷凤杰——

脱贫路上领头人
本报记者 李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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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 7 日晚，吉林省汪清县复兴镇兴华村河水水位不断上

涨，威胁着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林一行将沿

河的 11 户 30 余人全部安全转移后，突遇山洪暴发。张林不幸落

水，献出宝贵生命，年仅 34 岁。

时间回溯到 2018 年 5 月，当时 32 岁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张林主

动请缨，到条件艰苦的兴华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员，同年 11 月转

任队长。

张林从抓基层党建入手，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

在两年时间里发展了 3 名年轻党员。村两委班子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兴华村虽有着得天独厚的木耳种植条件，但村民的种植技术落

后，产量低。张林带着村干部到外地学习，引进了技术先进的木耳

发展项目，并争取到了 50 万元项目资金，种植 20 万袋木耳菌袋，当

年收入就达 10 余万元，兴华村 58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1200 元。这让

百姓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也让兴华村有了稳定的脱贫项目。

“上午 8 点，徐茂年母亲家里漏水了。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一

起帮忙修水管，买了一根 1 米 2 的水管，花销 14.5 元。”在张林的几

本驻村工作日志里，密密麻麻记载着两年来兴华村的大事小情。

他将群众的事情时刻记在心里，把为群众解决困难落实在行动上。

张林——

为民服务热心人
本报记者 祝大伟

2017 年，“80 后”高级工程师曾丽圆被选派到吉林省蛟河市青

背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青背村原来有一个木耳种植基地，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亏损 6
万元。曾丽圆上任后，采取“集体+种植大户”的合作经营模式，制

定标准化生产流程，当年就产出优质木耳 5400 斤，产量比 2016 年

增加 3 倍多。4 年来，仅木耳基地一项，就为村集体增收 55 万元。

在吉林省“第一书记代言”活动中，曾丽圆通过微信朋友圈、参

加展销会等途径为青背木耳代言，使青背木耳远销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她鼓励贫困户发展庭院经济，并主动代言销售村民自养

的鸡、鸭、鹅以及蘑菇等农特产品。很多时候，她都是自己驾车往

返于城市和农村，经常送货到深夜。

去年，吉林省驻村第一书记们一起交流经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曾丽圆与其他第一书记一道，研发综合性

电商平台，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在她的带领下，通过第一书记和

村党支部书记代言，售出滞销农产品金额达 8828 万元。

曾丽圆——

农特产品代言人
本报记者 刘以晴

图①：在吉林市北山公园“四

保临江”纪念碑前，党员们面对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

李纯金摄（人民视觉）

图②：曾丽圆参加吉林市“第

一书记代言”农产品展示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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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谷凤杰（左一）带领村

干部研究村两委换届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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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四平战役纪念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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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清明前夜，马铖明深情地怀念起太爷爷杨靖

宇将军：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靖宇县去年摘了贫困帽，如

今正在奔小康。亲爱的太爷爷，您没有消失在 1940 年的

冬天，而是融入了这片天地之间……”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81 年前，

杨靖宇将军在靖宇县保安村牺牲；如今，他的曾孙马铖明

就在保安村工作。2019 年，马铖明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

城市的诸多机会，来到太爷爷当年战斗过的白山松水，投

身脱贫攻坚工作。他从光荣的革命精神中汲取营养，在

这方热土上奋斗，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如果说，追寻可以是心灵的向往；那么，行动，一定是

最好的传承。

以杨靖宇将军为榜样的，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后来

人。96 岁的徐振明，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中英勇战斗。1958 年，33 岁的他转业到吉林通化市革命

烈士陵园管理所（杨靖宇烈士陵园）任所长。在这里，他

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将军守陵，在秃山上种植了上万棵树，

甘守清贫几十年。退休后，徐振明又回来当门卫，为人们

义务讲解……

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千千万万

的革命英烈以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勇于胜利、勇

于突破、勇于牺牲，铸就了光照千秋的革命精神。今天，我

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厚植爱国情怀，以实

际行动纪念为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革命英

烈，在传承中汲取砥砺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仰望英雄、守护英雄、传承精神，我们都应该努

力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而 不 懈 奋

斗。红色基因一定能在这片土地上代代延续，革

命薪火也一定能永远传递下去！

用实际行动传承革命精神
孟海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