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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万山区深入实施“强村富
民”行动，不断强统筹、明路径、建机制、
优保障，持续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强统筹，夯实发展根基
统一产业布局。明确香柚、生猪、蔬

菜、肉牛“一主两辅一突破”产业格局，设
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心，统筹推进村
集体经济发展。组织部、农业农村局联
合制定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导
意见，明确工作职责、发展目标，推广资
源发包、经营性财产参股等途径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2024年，“万山香柚”入
选国家级第二批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
录、第一批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集中连片规划。探索耕地有序恢复
和集中利用改革试点，统筹推进撂荒地
整治，有效增加耕地后备资源5.15万亩、
复耕撂荒地 2900亩。将劳动力不足、农
户种植意愿不强等耕地集中起来，通过
土地出租、入股等方式，由村集体进行集
中连片规划，实现产业集中连片耕种和
规模化经营。

盘活闲置资产。全面摸排“三资”，
明晰集体资产权属，将闲置校舍、大棚等
闲置资产使用权、经营权移交给属地村
（社区），通过管理自营、租赁运营、改造
提升等方式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因地制

宜发展红色研学、大棚蔬菜等村集体经
济。2024年，全区盘活低效闲置资产960
万元，处置低效闲置资产3640万元。

明路径，激发发展活力
“村企合营”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香

柚香、瑞昌飞等龙头企业优势，企业进行
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统一营销，辐射带
动8个乡镇（街道）种植香柚、4个乡种植
蔬菜，新建肉牛养殖基地 6个，充分借助
成功申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
地5个等契机，实现产品远销广州、深圳、
上海等地。2024年，香柚种植面积达 2.5
万亩，年屠宰肉牛 2.5 万头、产量提升
25%。

“村村联营”跨域发展。结合“排队
抓尾”工作，引导不具备产业自主发展条
件、村干部带动能力弱的“后进村”，以资
金、资源等入股，借助“先进村”有基地、
有能人、有市场等优势，通过“强村带弱
村”、飞地经济、强村富民公司和工坊带
动等方式，组成产业联合体，抱团发展村
集体经济。2024年，11个村抱团发展村
集体经济增收 984.64万元，27家强村富
民公司、工坊带动47个村发展。

“村社自营”自主发展。推行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资产出租等
方式，自主发展黄桃、刺葡萄等村集体经
济。组织村干部外出跟岗锻炼、参加学

历提升，招聘专业化管理的村党组织
书记，全面提升村集体经济运营能力和
水平。如敖寨乡瓮背村自主发展黄桃
220余亩，村党支部书记杨慧到东莞跟岗
学习期间积极协调对接，仅2天向东莞销
售黄桃1万余斤，销售额8万余元。

建机制，增强发展动力
探索入股带动机制。鼓励村干部通

过资金、资源、技术等评估量化入股，明
确持股比例不超过集体经济项目的49%，
激发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动性、积
极性，促进发展责任共担、产业红利共
享。2024年，46名村干部入股村集体经
济789.4万元，入股分红70.55万元。

推广收益挂钩机制。鼓励村干部参
与产业管护、市场拓展等运营管理，对参
与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且作出贡献的村干
部进行差异化奖励，实现村干部报酬与
村集体经济收益“双向捆绑”。2024年，
用村集体经济收益奖励村干部 58 人
32.56万元。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科学、合
理分配机制，按持股比例对股东进行收
益分红，在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扩大经
营、集体公益事业等基础上，对村干部进
行差异化奖励，剩余可分配收益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配，有效保障
各方利益、提升内生动力。2024年，村集

体经济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奖励学
子等公益事业46.24万元。

优保障，提升发展质效
资金扶持“常态化”。用好用活各级

扶持资金，每年统筹安排以工代赈项目资
金、东西部协作资金等不少于2000万元助
推村集体经济发展，45名“金融村官”帮助
解决融资信贷资金4600万元，驻村帮扶派
出单位解决帮扶资金212.25万元，有效提
升村集体经济发展“硬”实力。

结对帮带“多元化”。坚持多层次、
多方式结对帮带，通过区级及以上驻村
帮扶单位联系、县级领导包靠、乡镇（街
道）班子成员包村、企业结对、省市科技
特派员指导、“强村富民”党员税管家服
务团队辅导等方式，形成帮扶单位帮村、
企帮村、人帮村的帮带体系。2024年，部
门到村调研帮扶1072次，科技特派员到
村服务186次，解决技术问题19个。

技术驱动“生态化”。引进专业化肥
业处理技术的企业，与村集体合资，建成
年处理25万头生猪规模产生粪污的集中
处理中心，运用曝气、覆膜、条垛发酵技
术，为34个大棚蔬菜、香柚基地提供低交
易成本有机肥，构建“畜禽—有机肥—蔬
果—畜禽”等生态循环产业格局。截至
目前，全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81.8%。

万山：党建赋能强引领 集体经济促振兴
田素霞 喻翔

近年来，德江县围绕基层基础“强双
基”，坚持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
的基础性工程，聚焦选、育、用全链条建
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队伍，持续汇聚

“头雁”效应，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
有力组织保证。

坚持优中选优，建强“头雁”队伍
严格标准选。出台《德江县加强优

秀村（社区）支部书记培养管理工作方
案》，坚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按照“严
格质量、优胜劣汰、退一补一”原则，严格
落实村党组织推荐、乡镇党委初审、县级
部门联审机制，严把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入口关”，推动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队伍质量整体提升。

规范程序选。结合德江县基层党建
“3+N”结对联系机制，联系村领导常态化
深入软弱涣散村、经济薄弱村调研摸底、
挖掘人才，严格按照推荐、评议、考察、公

示程序确定村级后备力量，并通过召开
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听取党员群众
评价意见，确保拟选拔人选组织公认、群
众认可。

拓宽渠道选。立足村情实际，把握
村级换届关键节点，坚持“内挖、外引”结
合，引导有能力、有技术、有想法、有激情
的外出务工党员、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
等人才回乡创业，多渠道储备村党组织
书记及后备力量。目前，分类储备
1370 名村级后备力量人选。

强化培养锻炼，提高履职能力
业务培训强素质。按照“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利用县乡党
校、新时代大讲堂等平台载体，围绕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乡村治理、集体经济、基
层党建等内容，线上与线下开展培训，全
方位提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理论水平
和业务素质。2024年以来，组织330名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集中培训，133名
参加学历提升。

交流互鉴补短板。举办“书记讲给
书记听”活动，组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围绕“强村富民”行动、基层治理、民生事
业等方面开展“比武”，通过“比”思路、

“晒”举措、“亮”成绩，在互学互鉴中找差
距补短板，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能
力素质。

跟岗锻炼促提升。选派优秀村党组
织书记及后备力量赴省内外跟岗学习，
在实践中锻造“宽肩膀”、练就“真本领”，
及时分享跟岗“成果”，立足本村实际转
化运用，示范带动村干部履职能力提
升。2024年以来，选派14名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跟岗学习。

注重激励担当，激发干事热情
在政治上关心。注重推荐政治素质

好、工作实绩突出、党员群众认可度高的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作为各级两代表一
委员，并合理调配编制资源，注重从优秀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选聘事业编制、
公务员，持续畅通村级党组织书记晋升
渠道。目前，招录 22名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名村党组织
书记进入乡镇领导班子。

在干事上搭台。大力实施“强村富
民”行动，在全县22个乡镇（街道）分别成
立强村富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选配
优秀的村党组织书记担任法人，为村党组
织书记干事创业搭建新平台。2024年来，
推动发展项目175个，打造强村富民工坊
53家，带动集体经济增收547万余元。

在待遇上保障。实行村干部“基本
报酬+绩效报酬+集体经济发展创收奖
励”的结构性报酬制度，将村“三职干部”
纳入养老保险交纳范畴，为580余名村干
部购买居民养老保险，解决村干部后顾
之忧。

德江：“头雁领航”增添乡村振兴新动能
安思睿

近年来，江口县聚焦“两强两富”目
标，深入推进“强村富民”行动，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

健全机制，凝聚发展合力
构建联动协调机制。成立强村富民

行动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七个提升行动
牵头单位，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
任体系，确保任务落实到位。

建立资源整合机制。整合农业生
产、水利等涉农资金、财政衔接资金
和东西部协作资金，县级每年统筹资
金不少于 1600 万元支持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2024 年，全县统筹中央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1670万元，支持 17个村集体发展林下
淫羊藿产业。

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推广政策分
红、效益分红、集体分红“三次分红”模
式，激发村干部和群众参与村级发展的
内生动力。2024年，实现分红253.135万
元，落实村干部奖励资金18.5万元。

建强组织，夯实发展根基
建强村级队伍。实施村干部岗位

“等级序列”制度改革，构建“选育管用”
全链条培养管理机制。2024年，选派16
名村干部到东莞、黔南州等地跟岗学习，
21名村干部交叉任职，动态储备村级后
备力量238人。

增强组织功能。扎实开展“排队抓
尾、双整双创”行动，整顿提升后进乡镇
党委1个、后进村（社区）党组织11个，推
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

优化服务效能。规范村级组织机构牌
子和证明事项，村级承担事务由150项精
简至49项，精简率67.33%。推行“一站式”
便民服务，提升村级组织为民服务质效。

壮大经济，增强发展动能
强化农村“三资”监管。成立农村集

体“三资”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全面完成
105个村（社区）“三资”清查，确权到村集
体的各类项目资产 1110个，资产原值
6.7亿元，盘活闲置低效项目资产 58个，
处置率100%。

规范组建强村富民公司。按照“五
统一分”方式，组建县级强村富民公司1
家、乡级强村富民公司10家，辐射带动
94个行政村集体抱团发展。2024年，太
平强村富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实现经营
性收入320万余元。

积极创办强村富民工坊。依托农村
闲置资源，创办强村富民工坊24个，带动
群众就业1290余人，促进务工群众增收
1190万余元。

促民增收，释放发展红利
拓宽就业渠道。实施稳岗就业促农

增收行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农
带农富农长效机制。2024年，完成农村
劳动力稳定就业 3804人，兑现脱贫户到
户产业奖补5768户2528.4万元。

推广“以工代赈”。引导村集体经济
组织参与农业农村、交通、水利等工程建
设，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958人，促进增收
1988.46万元。如双江街道齐心村承接
生态旅游配套设施项目，带动110余人
就业，促进增收330万余元。

培育家庭农场。实施家庭农场倍增
计划，新增家庭农场403家，补助资金330
万余元，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强化治理，提升发展质效
提升治理效能。优化“一中心一张

网十联户”“党小组+网格员+联户长”基
层治理机制，推行清单制、积分制等经验
做法。2024年，双江街道磨湾社区第七
网格联户长陈建平获全省“优秀联户长”
荣誉称号。

倡导文明新风。深入宣传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开展先进典型评选活动，示
范带动群众养成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
生产生活方式。江口“生态账户”被《人
民日报》、央视等媒体深度报道。

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三位一体”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大力培育“土专
家”、农村经纪人、能工巧匠和致富能
手。2024年，德旺乡 26名农村经纪人帮
助 100余户农户销售农产品，销售额达
280万余元，促进户均年增收2万余元。

江口“五大举措”助推强村富民提质增效
吴政亮

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老
寨村，新能源公交车行驶在“四
好农村路”上，与油菜花田、村
庄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
春日画卷。

近年来，玉屏自治县坚持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将原有的
燃油公交全部更换成新能源公
交，配套建设充电设施，实现了
新能源公交全覆盖，绿色、安
全、舒适的出行服务备受群众
欢迎。胡攀学 摄

近年来，松桃苗族自治县抢抓
“组团式”帮扶工作机遇，以“输血+造
血”双轮驱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在引才体系、渠道、短板上下足
功夫，进一步打开引才聚才工作新格
局，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破立并举，激活引才“强磁场”
优化引才机制。用好干部人才

“组团式”帮扶契机，充分发挥帮扶干
部人才桥梁纽带作用，拓展莞松合作
空间，完善干部、人才互访交流和挂
职锻炼机制，创新“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一体化实施机制，拓宽自主引才
和组团式赴外引才双向通道。截至
目前，引进百千万创业人才16名，新
增就业岗位4000余个，1人获得贵州
省“百千万”人才计划贡献奖励经费
200万元。

强化待遇保障。对帮扶干部人
才实行科研奖励、评先评优、绩效考
评“三个优先”，全面落实职称“定向
评价、定向使用”政策，纳入“优才卡”
和“三名”工作室推荐评选，开通“专
岗快办”“应享尽享”人才服务保障

“绿色通道”，让人才活水竞相奔涌。
截至目前，帮扶干部人才获各级表彰
30余人次，获评市级优才卡4人、县级
嘉奖17人，获提拔使用、职级晋升 5
人次。

细化实际需求。在帮扶干部人
才轮换前，组织受帮扶单位、主管部
门、援松干部人才等召开座谈会，开
展帮扶需求调研，充分听取用人单位
意见建议，列出人才需求清单，积极
向派出单位争取，最大限度做到人岗
相适、人尽其才。截至目前，开展人
才需求调研 40余次，摸排人才需求
300余项。

靶向发力，畅通引才“快车道”
产业牵引主动求才。以莞松合

作项目省级粤黔协作乡村振兴蛋鸡
产业示范园和工业产业园为支撑，紧
盯蛋鸡、玩具等主导产业，组建引才
团队，推行“以才引才、以才聚才”的
模式，前往东莞、深圳等地开展专项引才活动。截至
目前，东莞两地举办招聘会10余次，为在松企业“请进
来”高层次人才 20余名，为东莞企业“送过去”专业技
术人才3000余名。

重点单位定向觅才。聚焦“富矿精开”“六大产业
基地”重点产业和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量身定制”引
才计划，开展精准引才、柔性引才，并用好人才“编制
池”，保障重点产业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用编需
求。积极组织企事业单位参加贵州省人才博览会、校
招会等活动，引进各类急需紧缺人才。截至目前，通过

“千名英才·智汇铜仁”等引进急需紧缺人才90余名。
劳务协作助企招才。围绕民营企业招工引才、稳

岗稳工，聚焦莞松人才差异化需求，建立健全交流互
访、用工招聘等沟通协调机制，积极搭建就业平台，拓
宽合作共赢空间，进一步扩大莞松劳务协作“朋友圈”，
搭建双向奔赴“新桥梁”。近几年来，开展企业用工需
求调研100余次，累计带动群众就业10万余人次。

刚柔并济，打好引才“组合拳”
抓好柔性引才。深入践行“不求所有、只求所用，

不求常在、但求常来，不求其惠、但求其慧”理念，采取
签约授牌、聘用顾问等方式，持续加大柔性引才力度，
加快构筑人才聚集高地。截至目前，为松桃自治县人
民医院引进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援黔医疗专家等顶尖人才、博士名医7名，
成立博士工作站1个，引进紧缺专业人才 92人、学科
带头人2人。

注重多方联动。用好松桃中等职业学校等优势
资源，与中国振华电子集团、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签订人才联合培养协议，引导东莞纺织服装学
校、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等与职校建立深度合作
关系，聘用 29名高技能人才为职校兼职教师，开发产
业实训基地 30余个，形成“人才共育、平台共建、资源
共享”的合作育才新格局。

发挥帮扶优势。用好国家级科技特派团金字招
牌，带动省、市特派员实行“智惠农业”专项行动，发挥
成果转化、项目攻关、技术推广等方面优势，推行新农
民专人培训、家庭农场专人服务、规模产业集中攻关
等政策。近年来，科技特派团开展技术服务1.08万余
人次，领办、创办、协办企业及合作社45个，培育高素
质农民1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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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道大云
村村民正在进行鲜食玉米移栽。

今年，该县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群众增收的突破
口，以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共发展订单鲜食玉
米种植2000亩，有力推进了群众就业增收。

蒋智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