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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

出，要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促进共同富裕。

辽宁省拿出硬招实招，发挥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联系服务群众优势，激发农村

改革活力，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增强集体经

济实力。目前，全省基本消除集体经济“空

壳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农

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近日，记者赴辽宁省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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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湖北竹溪县龙坝镇肖家边村，柏油路

直达户院，特色民居随湾就势，竹溪河流水潺

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过去村子可不是这般美好，随处可见烂石

头、破瓦块，村集体收入微薄，干群关系紧张。

“村子旧貌换新颜，得益于‘共同缔造’活

动。”村党支部书记徐远明说，肖家边村作为全

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试点

村，在村居环境改造、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过程

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

用，实现了村居美、产业兴、邻里睦、全村安。

“房子住着好好的，为啥要改造？”“一动就

是钱，改造的钱从哪儿来？”……2021 年 7 月，

肖家边村两委召开“共同缔造”试点院坝会，抛

出村居改造计划。讨论很激烈，一次碰撞拿不

出共同意见，那就多沟通几次。村两委多次组

织院坝会，干部逐户上门做工作，最终有 9 户

成为首批改造户。

村民徐振曾有 3 间土坯瓦房，因常年在外

务工，房子门前杂草丛生。2021 年 8 月，徐振

回村拆掉老屋建新房。2022 年 5 月，两层楼建

成，7 个房间，前庭后院面貌一新。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日子也越来越好。”

徐振翻出老屋和新房的照片。由于房间大部

分闲置，徐振将 5 个房间交由肖家边村运营管

理公司，打造成民宿。

改造后的房子扮靓村庄，竹溪河河堤加宽

了，村中心地带一处裸露岩壁变身山水壁画

……“村民各显其能、共建家园。”徐远明说，在

人居环境美化中，村民自发拿出旧石磨、瓦罐、

犁耙等物件，装扮步道和庭院，义务投工参与

建设。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村居改造资金 700
多万元。

生活环境变美好了，腰包也得鼓起来。做

什么？还是大伙儿一起商量。

村里有块 40 多亩、撂荒多年的河滩地，村

集体从 20 余户村民手中流转过来。这块地做

什么用，村两委把决定权交给群众。去年 10
月，村两委组织召开院坝会，最终大部分村民

同意种羊肚菌。

说干就干。去年 11 月，村集体投入 50 万

元建成羊肚菌基地，并聘请专业技术员负责指

导种植。“荒了啥也没有，流转了还有钱。”61
岁的罗克旺，有 1 亩河滩地，土地流转后他和

老伴在羊肚菌基地务工，5 个月务工费加分

红，挣了 1 万多元。除了种植羊肚菌，村里还

建成 200 亩菌菇基地、400 亩蔬菜基地等，吸纳

村民在家门口务工。

“成立村运营管理公司，把村集体资产、山

场资源等纳入，招募合伙人经营，让村民共享

产业发展成果。”徐远明说。去年以来，村集体

造册支付给村民各项务工工钱近 400 万元，今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 100 万元。

“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田豆豆 许应锋

“村委会两间房，里面空空如也。村民院

落破旧，道路坑坑洼洼……”来刘家窝堡村的

第一印象，宋楠楠至今难忘。

宋楠楠是沈阳市人社局派驻康平县二牛

所口镇刘家窝堡村的第一书记。如今的刘家

窝堡村可是大变样了，村部干净整洁，直播间

热火朝天，“儿童驿站”里留守儿童认真听课，

“古稀老人照料站”内老人们欢声笑语，还成

立了种植、养殖两个专业合作社。

“关键是村里有了产业，集体有了收入，党

组织有了力量。”宋楠楠说，这几年，村党支部

带领村民做起了农产品直播。一台电脑，一根

网线，农产品畅行天下，全年电商销售额达 100
万元。村民腰包鼓了，人均收入翻倍了，村集

体有钱了，村里各项事业也办起来了。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

重要保障。辽宁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

抓，通过选优配强干部、联合协同发展、强化

引领扶持等综合施策，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强

筋壮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选优配强头雁，激励担
当作为

巨幅“稻田画”在大地上描绘出斑斓画

卷，孩子们在田间花丛嬉戏……这里是沈阳

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大孤柳村，有源远流

长的锡伯文化，有火爆全网的“稻梦空间”。

在大孤柳村，两位书记配合默契，一起为

村子发展做谋划、把方向。一位是村党支部

书记张爱忠，他是地道的锡伯族农民，也是

“稻梦空间”企业创始人。

“我的企业是从村子里长出来的，自然要

让村子富起来。”2021 年，作为“能人”的张爱

忠接受组织安排，担任大孤柳村党支部书记。

怎么富起来？张爱忠想了不少办法。自

然村单家村 1/3 的房屋闲置，如何盘活？村集

体合作社租赁农民宅基地，再以合作社名义

与企业合作，发展文旅项目，民宿、餐厅、油画

馆、漫画馆、村史馆……这个项目投入资金近

1000 万元，每年接待游客 50 万人，带动村集

体增收 10 万余元。

还有一位是驻村第一书记姜奇。姜奇爱

和村民唠家常，“唠着唠着就知道乡亲们所思

所想”。听说村民愁农产品销路，姜奇就琢磨

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自己当起了主播，闲

暇时还当起送货小哥。这几年，他帮助村民

卖出葡萄 1.6 万余斤，地瓜 7 万余斤，大米 10
万余斤。

“选好带头人事半功倍。”沈阳市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说，农村基层党建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把致富带富能

力强、敢闯敢拼的干部选出来；同时对驻村第

一书记进行全员培训，实行派出单位与帮扶

村责任捆绑，积极帮助协调政策、资金和项

目，帮助他们更好履职。

在 辽 宁 各 地 ，“ 头 雁 工 程 ”都 在 扎 实 推

进。抚顺市已连续 20 年实施以“把致富能手

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党员

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为基础内容的“三

向培养”工程。2018 年，“三向培养”工程升级

换代，新增了培养成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

任或产业带头人的中级培养目标，以及培养

成乡村振兴领军人物的高级培养目标。铁岭

市开展“富民强村头雁领航”行动，优选带富

本领强、有情怀、有本事、有业绩、有认同、有

活力的“一强五有”村党组织书记，并组建市

县两级“头雁联盟”，形成“雁阵效应”。

组织“考什么、怎么考”，直接关系干部“干

什么、怎么干”，辽宁注重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

用，将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纳入各级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必考项目，作为

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

必述内容，推动各级党委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摆上工作议程、紧紧抓在手上。

联合协同发展，结对共
同致富

“联合党委真管用！把菜农果农联合起

来，既找销路，又找专家指导。最直观的，就

是收入翻倍了！”开原市庆云堡镇的合作社成

员张建发说。张建发说的“联合党委”，指的

是庆云堡镇果蔬产业联合党委。

2021 年，铁岭市出台《关于建设产业联合

党委的指导意见》，按照地缘相近、乡俗相通、

产业相连、资源互补的原则，将党建力量扎

实、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产业带动能力强的村

作为组建中心，吸纳周邻产业相同或相近的

村组建产业联合党委。

联合党委，关键在于“联合”。庆云堡镇

果蔬产业联合党委，将村班子带动能力强、

集体经济发展好的老虎头村作为组建中心，

辐射带动周边 7 个村和两家合作社，由镇党委

副书记王明兼任联合党委书记。

“联”出了好效果，解决的都是以前单打

独斗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对种植技术差的问

题，请吉林省农科院的专家来当顾问；面对疫

情期间草莓和蔬菜出现的滞销问题，联系当

地大型商超、机关企事业单位合作……“把方

向、落决策、抓协调、强服务，党组织是来搭台

的，也是来解决问题的。”王明说。

走进大山深处的抚顺市抚顺县后安镇郑

家村，圆柱状的菌袋整齐地摆放在田间，肥嘟

嘟的黑木耳从菌袋四周的小孔探出头来，农

户们穿梭其间采摘、分拣、晾晒，忙碌而有序。

“今年我们又摆放了 100 万段木耳，占地

100 亩。”一见面，后安镇食用菌产业联合党委

副书记侯清林就打开了话匣子。和木耳打了

10 多年交道的他，已经培养了技术型生产人

员 30 多人，小木耳圆了他致富梦，更实现了强

村富民的目标。

“我是侯书记的结对户，他借给我启动资

金，帮我建设发菌室，平时遇到问题随时能

问，种木耳我心里踏实。”村民徐国防看着长

势喜人的木耳，喜上眉梢。

结对，指的是以党员致富骨干为主体，组

建党群共富责任区，结对帮带群众发展产业、

增加收入。党群共富责任区一般由 3—5 名党

员致富骨干和若干群众组成，由 1 名党员致富

骨干担任责任区负责人。

如果说联合党委是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

上的话，党群共富责任区就是把党员聚在责

任区上。近年来，抚顺市依托网格、党小组和

村内产业规划，划分党群共富责任区 1676 个，

参 与 党 员 致 富 骨 干 5474 人 ，引 导 鼓 励 全 市

5323 名新时代“三向培养”对象和 555 名驻村

干部积极参与，组建了雷锋党员带富队 609
支，累计帮助 4000 余人解决了种植养殖技术、

春耕备耕、购买农资等问题。

成立联合党委、划分党群共富责任区，是

辽宁省开展“党群共同致富”活动的积极探

索，目的是通过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

增收致富渠道；同时建立健全集体与农户、农

事企业等经营主体之间多种形式的利益纽

带，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真金白银扶持，确保规
范运行

走进沈阳市康平县东升村龙旭种植专业

合作联社，院子里整齐停放着 20 多辆拖拉机、

旋转犁、联合收割机等农机，杂粮加工生产机

发出震耳轰鸣，务工村民忙个不停。翻开东升

村的村集体经济账单，“2022 年村集体年收入

超过 110万元，村集体账上余额达 300万元。”

可就在 2016 年以前，村里的固定资产就

只有村部和广场。“变化如此大，离不开最初

那 200 万元。”村党总支书记赵龙说。

2016 年，东升村作为辽宁省扶持村集体

经济发展试点村，获得了 200 万元奖补资金。

“这么珍贵的补助，必须用在刀刃上。”赵

龙暗下决心。很快，东升村成立了康平县龙

旭种植专业合作联社，一步步走出一条规模

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之路。

“生产工具很重要。”合作联社经过调研，

决 定 把 资 金 用 在 农 业 生 产 规 模 化 上 ，买 农

机！“经过这些年发展，我们从土地深松、免耕

播种，到无人机防治病虫害、机械化收割等环

节，都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生产成

本，还能为外村提供服务实现增收。”赵龙说。

一些村集体有思路、有想法，但苦于没有

第一笔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6 月，铁岭市昌图县金家镇黄酒馆村的绿

色生态养殖合作社里，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

牛或站或卧，悠闲地晒着太阳。

“养牛还是要点投入的，轻易不敢下决

心。”村党总支书记张海民回忆起几年前的决

定，“扶持资金给了我很大信心。”

2018 年，黄酒馆村两委班子成员以“村社

合一”模式创办了养殖合作社，整合扶持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奖补资金 200 万元，村党员干部

带头入股资金 200 万元，农民入股资金 160 万

元，开始发展肉牛产业。

如今，黄酒馆村班子强了、债务没了，存

款达 200 多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70 万

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3 万多元。

2016 年至 2018 年，辽宁省每年确定 200
个试点村，每村投入扶持资金 200 万元发展集

体经济。由于试点效果突出，2019 年，辽宁省

开展“集体经济千村示范”建设，每年在中央

财政奖补资金基础上，省本级拿出 3 亿元，择

优扶持约 1000 个村发展集体经济，每村补助

资金总额不低于 50 万元。2021 年起，又将财

政扶持村补助标准提高到不低于 100 万元，示

范推动各地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近年

来，辽宁省累计投入 24.35 亿元，共扶持村发

展集体经济项目 3620 个。

“扶持资金要发挥示范作用，要用好，也

要管好。”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省级层

面对扶持项目推进落实情况实行动态监督和

档案化管理，每年对 2019 年以来全省集体经

济扶持项目过一次“筛子”，重点看资金是否

拨付到位、项目建成是否实施验收、项目是否

纳入“三资”管理等情况，“发现问题绝不含

糊，逐一列出清单，制定整改措施，确保集体

经济项目规范运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辽宁多措并举为村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组织强起来 发展动力足
本报记者 吴储岐

辽宁抚顺市抚顺县后安镇郑家村，村民正在合作社生产基地采摘木耳。 本报记者 吴储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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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让新入职的社区工作人员知道

干什么、怎么干，让他们到岗就能履职！”山东青州市松林

院社区党委书记郑文礼说。针对新入职社区工作者工作

经验不足、群众工作方法欠缺等问题，青州市建立社区工

作者队伍“选育用管励”全流程跟踪培养体系，从基础队

伍抓起，强素质、优服务，提升基层治理质效。

青州优选 8 名经验丰富、群众认可的社区党组织书

记作为培训导师，对 220 名新入职社区工作者开展全员

培训，提升社区工作基本业务素质能力。教学包括专题

党课、案例教学、一对一演练等方式，围绕的都是政策解

答、代办服务、矛盾化解等基层常见问题。培训紧贴工作

实际，“学到的都是与群众打交道的本领和解决问题的干

货。”学员们表示。

青州还实施“全科社工”培育计划，坚持“让第一线的

来讲、讲给第一线的听”，量身定制“一人一师”传帮带培

养计划。各级传帮带责任人手把手教、面对面讲，围绕基

层党建、社区治理、信访处置等重点任务，让学员在学中

干、干中学，提升处理实际问题和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

如何检验学习成果？青州开展社区工作知识“每月一

考”“每季一评”活动，定期对社区工作者进行知识测试、考

核评价；开展实战演练活动，聚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消防

安全、矛盾纠纷调解等进行模拟演练，提升应急处突能力。

山东省青州市—

跟踪培训社区工作者
王国豪

对 党 忠 诚 ，是 共 产

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党

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党的建

设和组织工作要“以坚

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以

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

党强党为根本使命”。

从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的无畏，“生是为中

国 ，死 是 为 中 国 ”的 凛

然，到新时代，脱贫攻坚

战场上啃硬骨头，疫情

防控一线冲锋陷阵……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

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共产

党员前赴后继、忠诚奉

献。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新征程上，推进前

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尤其需要党员、干部把

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

“定海神针”，使全党始

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

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

强大的战斗力，共同把

党 锻 造 成 一 块 攻 无 不

克 、战 无 不 胜 的 坚 硬

钢铁。

在坚定理想信念中

砥砺忠诚。忠诚不是自

然而然产生的，对党要

有朴素的情感，更要有

理 性 的 自 觉 。 这 份 自

觉，来自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信心。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党员、干部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方能在面对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时，将

忠诚化作“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精神和“踏平坎坷成大道”的本领。

在严守纪法规矩中淬炼忠诚。守纪律、讲规矩

是考验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试金石。每一名党员从

面向党旗宣誓“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那一刻起，就

应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就要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和

规矩意识，特别是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政

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

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

尘；坚持廉洁自律，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底线，

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做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在主动担当作为中践行忠诚。对党忠诚是具体

的、实践的，体现在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行动上，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小

小一枚党员徽章，佩戴在共产党员的胸前，重若千钧：

戍边官兵风雪严寒中日复一日的坚守，科研人员争分

夺秒、夜以继日的攻关探索，社区工作者走街串巷、默

默奉献的为民情怀……该做的事，知重负重、攻坚克

难；该负的责，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表里如一、知行

合一的忠诚，要落实在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的

实践中，真正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以党的旗帜为旗帜、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以真心爱

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诠释

对党绝对忠诚，定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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