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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芦南村

里一派热闹景象。这里已经成为市民郊区旅

游、滑雪的热门景点，周末更是人流如织。

眼看着相邻的芦南村日渐兴盛，桃科村

党支部书记王奎水既羡慕又无奈。桃科村常

住人口仅 500 多人，耕地少、山地多，发展陷

入瓶颈，一直找不到致富门路。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提

升村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近年来，济南市

实施“万人下乡、千村提升”工程（以下简称

“千村提升”工程），聚焦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

30 万元以下的村，整合调动干部、企业、政

策、人才等多方资源力量，每村安排 1 名驻村

第一书记、1 家企业团体，动员金融、科技、文

化、法治等力量下沉一线、联村帮村，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

团结互助，组织驻村第一
书记成立服务联盟共谋发展

2023 年 6 月，济南市红十字会干部王光

华再次来到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埃子李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商

河县驻村。不过，这次他不再只是帮扶埃子

李村。

2023 年，济南市共向 2429 个村选派市县

干部 2237 人担任第一书记，是历年来选派力

度最大的一次。济南市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

长赵磊介绍，乡村整体发展质量不高、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许多村面临

缺人才、缺资源、缺路径的现实困境，有些驻

村第一书记也存在经验不足、力量薄弱等问

题。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的优势，成为

“千村提升”工程的关键。

王光华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在县、镇党委

指导下，他牵头组建成立了由 46 名驻村第一

书记组成的玉皇庙镇“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服

务联盟”。“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经历、特长、

知识结构差异较大，如果只是在自己帮扶的

村子里各忙各的，难免力量有限。”王光华说，

“比如我任职的埃子李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传

统粮食种植村，资源匮乏、收入单一，单纯‘就

村帮村’难以实现村强民富。”

围绕“帮扶一村不限一村、服务三年规划

长远”的工作思路，驻村第一书记们组建了一

个分工明确、人尽其才的合作团队。“我们根

据大家的经验特长，把联盟细分为政策咨询、

产业发展、项目推进、矛盾调解和协调保障 5
个专项工作组，让每名驻村第一书记干最擅

长的事，构建起发展共谋、难题共解、团结互

助的架构体系。联盟成立以来，累计协调运

用政策 56 条，谋划产业项目 21 个，开展观摩

活动 60 余场，为每个帮扶村找到了符合实际

的发展路子。”王光华说。

这段时间，王光华牵头招商引进的香菇

产业基地项目，就把其中规划建设的 92 个大

棚交给 46 个帮扶村运营。“各个村子都可以

拿到项目分红，共享发展成果。”王光华说。

目前，济南市累计组建服务联盟 54 个，

活动覆盖 87 个街道（镇），自去年 12 月以来，

先后举办助农大集 45 场次，组织 137 名驻村

第一书记参与，展销 410 种农产品。此外，济

南还出台了驻村第一书记管理考核、派出单

位责任捆绑“两个办法”，明确 8 项“召回负面

清单”，实行季度观摩、半年比武、年度总评，

推动真蹲实驻和更多资源下沉。

党建引领，推动村庄连
片融合发展

驻村第一书记拧成一股绳，乡村同样需

要连片融合发展。2022 年，历城区将港九片

区包括芦南村、桃科村在内的 9 个地域相近、

资源相似、交通相连的村庄，组建联合体，以

党建引领推动资源共享。

“我们在芦南村的带领下，搞起了民宿旅

游，收入大大增加。”王奎水说，“以前也不是

没想过搞旅游，但一没资金，二没经验，哪敢

把集体收入投进来。”

联合体的成立，为周边村子带来了重要

的发展资源。通过资源共享，9 个村集中使

用 400 万元中央扶持资金、744.5 万元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建设网红民宿打卡地，连续两年

村均增收 10 万元；通过产业整合，9 个村形成

区域一体化农业产业园，将高品质小米、山

楂、核桃、香椿等农产品统一打造为“源秀港

九”品牌。2023 年，9 个村总收入超过 1000 万

元，比 2022 年增长 15%。

连 片 融 合 发 展 ，带 来 的 不 仅 仅 是 发 展

资 源 ，还 有 更 完 善 的 党 组 织 建 设 和 更 大 发

展空间。

“如今企业来考察，先看的就是班子作风

和村风民风。”济阳区仁风镇孙家村党支部书

记孙延亮说。孙家村近年来加强党建引领，

增强班子凝聚力，一步步发展成为远近闻名

的强村，2023 年集体收入达到 120 万元。

村庄富了，有意向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

孙延亮却觉得村庄发展空间受限。“仅靠孙家

村，无法承接这么多优质项目，必须走整合资

源、连片发展的路子。”孙延亮说。在镇党委

指导下，孙家村等周围 5 个村组成联合体，立

足村庄土地资源优势，探索“产业抱团、联村

共建、融合发展”新途径。

联合体成立后，着手加强班子建设，通过

调整村干部结构、加强党建等，激发软弱涣散

村的干事活力。联合体的成立，也突破了资源

配置的空间限制。孙延亮充分发挥孙家村土

地集中流转、小麦育种经验丰富等优势，组织 2
个村和孙家村共同承担 1200 亩粮食绿色高质

高效项目，带动这 2个村集体增收 90余万元。

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

长王玉跃表示，济南结合本地农村发展实际，

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一配置土地、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实现叠加集群效应。

整合力量，鼓励村企共
同发展乡村产业

“我们村地处丘陵，村风文明，村民和谐，

想过发展中草药种植，却不掌握相关企业信

息。”济南市莱芜区羊里镇街道址坊村党支部

书记张明斌说。村里空有土地，却找不到合

适的项目，这让张明斌有些苦恼。

山东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学

艳有同样的烦恼：“随着这几年国家对中医药

行业的重视，企业发展迅速，急需土地建设新

的种植基地来扩大中草药生产规模。”

2023年，羊里镇街道把址坊村的需求发布

到了济南市建立的村企结对网络平台上，王学

艳看到后，主动联系羊里镇街道。经过实地考

察，王学艳发现址坊村的土地十分适合种植黄

精等中草药。最终，企业决定投资 2000 余万

元，开发建设 400 亩黄精种植基地，打造一条

“企业+基地+农户+加工”的产业链，可带动农

户 620户，户均可增收 5000元以上。目前基地

已种植黄精 300 余亩，同时种植其他一些中草

药，带动周边 5个村庄约 50多户 130人就业。

济南市研发的村企结对网络平台，面向

企业公开 2429 个帮扶村资源，先后动员 1503
家企业通过平台与帮扶村结对，村企携手共

同发展乡村产业。

除了动员企业下乡，济南还广泛汇集各

方力量。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颜就是济南市

章丘区圣井街道湖广院村的常客。作为济南

市乡村振兴科技顾问团队的专家，张颜每个

月都会到湖广院村指导栽培和开展培训。

“张教授的到来，给我们村带来了新的番

茄品种和栽培技术。”今年 61 岁的马国英种

植番茄多年，因为品种老化，番茄品质不高，

收入一直上不去。“张教授不但给我们推荐了

最新的草莓西红柿等网红品种，还推广了菌

菜轮作种植技术，可以有效改善常年种植番

茄带来的土壤问题。”马国英说。

张颜目前已经组织各类农民培训及现代

农业技术培训 12 期，累计培训 3500 人次，引

导周边 200 余户菜农按照标准化规程进行番

茄新品栽培，大大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千村提升”工程实施以来，济南市共有

111 家市直单位、555 家区县直单位、33 家中央

和省驻济单位以及 142 家国有企业、1361 家民

营 企 业 参 与 ，帮 扶 村 数 量 占 全 市 总 数 的

51.8%。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驻村第一书记

协调资金、村企联建项目投资分别达到 1.1 亿

元、5580 万元，累计办成 3432 个产业项目和民

生实事，为帮扶村增加集体收入 7000 余万元，

带动村民增收 4000 余万元；各级财政投入 3.1
亿元，扶持 962 个村实施连片产业项目 238
个，有效带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集聚。

济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阳表示，下

一步，济南市将继续聚焦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以“千村提升”工程为抓手，着力构建人才链、

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帮扶共建格局，促进

资源共享、产业提质、政策联动，集中力量抓

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有力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图①：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孙家村的富

硒蔬菜数字产业园。

张文波摄（人民视觉）

图②：王光华（左）在查看草莓种植情况。

咸 康摄（人民视觉）

山东济南整合多方资源开展“万人下乡、千村提升”工程

携手谋发展 合力促振兴
本报记者 肖家鑫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把群众发动

起来，激发其内生动力。

我们立足山区实际，成立村党支部领办

的合作社，组织群众种植中草药，实施“药食

同源面条”产业项目，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

值，一年时间累计生产 14 吨挂面，销售收入

达 25万元。群众看到希望，参与积极性更高

了。这阵子，我们又策划论证了“共享菜

园”、香菇种植等几个新项目，今年将陆续施

工建设。乡村蕴藏着希望，200 多亩的山坡

上，我们和群众一起种下金银花，这些花儿

将见证我们的拼搏与汗水。

——济南市商务局派驻历城区柳埠街

道槲疃村第一书记李树萍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激发内生动力

说 一 千 道 一 万 ，增 加 村 民 收 入 是 关

键。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村民增收？

必须善于利用社会力量。

我们充分发挥联村企业的带动作用，从

拓宽就业渠道入手，由党支部牵头，发动群众

成立建筑队、运输队，村干部帮助协调政策，

联村企业负责市场联络，半年时间就承接了 3

个施工项目。我们通过实施村党组织“跨村

联建”，整合各村土地、资金、劳动力，共同开

办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党支部凝聚力、战

斗力明显增强，群众腰包鼓了、生活好了，共

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劲头更足了。

——济南市平阴县安城镇张天井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令华

推动增收致富要善于利用社会力量

■干部状态新观察R

■干部感言R

日前，从北京来到江苏扬州（仪征）大数据产业园创办

了扬州燧人氏超算计算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燧人氏”）的

杨志辉坦言，和许多初创企业一样，公司面临着开拓市场的

难题。

仪征市机关党建服务数字经济发展行动党支部了解到他

们的需求后，通过组织“微峰会”，将燧人氏推荐给了南京坤前

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销路，双方还找到

技术融合的新品开发点，预计两三个月后就能有产品面世。

2022年，扬州数字经济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1000余家。2023
年以来，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扬州市委、市

级机关工委牵头成立机关党建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党委，建

立 25个行动党支部，通过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基层党建联络员

主动问需等机制，赋能数字经济跑出“加速度”。

仪征大数据产业园每两个月都会组织一次“微峰会”，为

上下游企业提供交流平台，通过党建力量强链、补链、延链，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题。2023 年以来，仪征市机

关党建服务数字经济发展行动党支部选派了 32 名专员，每名

专员服务 2—4 家企业，每月固定到企业走访，帮助解决难题。

针对中小微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少的情况，2023 年 11 月，

“扬州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开通了直报通道，倾听企业诉求，

解决实际问题。

江苏扬州

党建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何 聪 尹晓宇

本报长春 1月 16日电 （记者门杰伟）近日，东北三省一

区市场监管执法协作签约仪式在吉林延边举行。吉林省、辽

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地市场监管部门分管领导、

执法稽查机构主要负责人参加活动。

签约仪式上，东北三省一区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了《东

北三省一区市场监管领域执法协作框架协议》。框架协议坚

持协同互助、优势互补、信息互通、资源互享、经验互鉴、快捷

高效的原则，积极推进东北三省一区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一体

化进程。

活动期间，还召开了东北三省一区执法协作座谈会，参会

代表围绕“加快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主题，讨论通过了《东北三省一区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和从轻减轻处罚规定》《东北三省一区市场监管领域

免罚清单》《东北三省一区跨区域重大案件联合挂牌督办制

度》三项议题。

东北三省一区积极推进

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一体化

来到江西宜春高安市太阳镇嶚

山村，找到尹衍灶老人家，远远就见

他正在照顾小孙子，看到我们一行

人，他热情地迎上来：“小贾，给你们

添麻烦了。是我错怪了村干部！”

大概一个月前，尹衍灶来到信

访室，一进门，就气呼呼地说：“我要

举报村支书，他对我有偏见，让民政

所取消了我的低保！”看到他情绪激

动，我请他坐下，端上热茶，仔细询

问情况。

我知道，村民的低保，绝不可能

因为村干部的一句话就被无故取

消。我当场承诺，3 天之内，一定给

他答复。

第二天，我联系了太阳镇民政

所、嶚山村党支部，到当地调查走

访。最终查明，尹衍灶低保被取消，

并不是村干部的原因，而是因为尹衍灶家的人均收入超

过了低保标准，购买了小汽车，还有存款。我给他摆事

实、讲政策，尹衍灶才慢慢平静下来，表示理解。

受理群众反映问题只是起点，要真正解决好问题，让

各方满意，才是信访工作的落脚点。

前不久，一名职工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与同样情

况的同事相比，自己的工龄被认定得短。他很不服气，反

复反映情况无果，便到信访室举报本单位经办干部。

没想到的是，他担心遭报复，第二天一上班，又找到

我要撤回举报。我告诉他，虽然他反映的问题尚未查实，

但反映后是不允许撤回的；如果反映的问题失实，也需要

查证清楚。最终我们查明，经办的干部确实收了礼。随

后，那名干部受到了党纪处分。

有人不解：“人家都不反映了，你还盯着不放，图什

么？”我说，我什么都不图，就图对得起党纪国法，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在我看来，尽管群众诉求复杂多样，但只要

用心倾听，努力协调各方资源，想方设法解决，就有可能

打开信访人心结。

信访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

益。要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自己要先成为各行各业的“半

个专家”。这些年来，无论工作多忙，我都始终坚持学习，

向书本学、向群众学、向同事学。每次面对情绪激动的群

众，我都心平气和地劝导，把群众当家人，把群众的事当

自己的事，带着温情、带着真情为民排忧解难，就不难做

好群众工作。

（作者为江西省高安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

栏目投稿邮箱：yxxz84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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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河南省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

共同富裕加工园内一派繁忙。在河南饴品园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 6 个一组，在工

作台前熟练地进行木糖醇棒棒糖加工作业。

“可别小看这小小的棒棒糖，每年能带来

将近 1 亿元的产值；村里还引进一家纽扣生产

企业，一年也有 265万元的销售额……”谈起村

里的产业，郭寺村党支部书记鲁瑞华如数家

珍：2023 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06.3 万元。

如今，常年在村里务工的群众有近 500人。

近年来，平舆县提出县级主导产业工业

园、乡级乡村振兴产业园、村级共同富裕加工

园“三园”同构发展模式，将县、乡、村产业联

动起来。同时，该县强化基层党建，构建县委

牵头、各乡镇（街道）具体实施、村级党组织积

极参与的工作格局，持续提升村党支部书记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的能力。

在平舆县，102 个县直单位与 206 个建制

村实施结对帮扶。广大基层干部在“五星”支

部创建、招商引资等工作中担当作为，不断夯

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进一步育

强“头雁”，当地与民进河南省委合作举办平

舆县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能力素质提升培训

班，吸引全县 224 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

加培训。

眼下，平舆县“三园”建设势头正劲，县级

主导产业工业园入驻企业 253 家，带动近 2 万

人就业，成为中国皮革产业基地、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中部最大的户外休闲用品产业

基地；乡级乡村振兴产业园首批 6 个试点全

部建成投产，第二批 13 个园区今年底将全部

建成；村级共同富裕加工园建成 578 个，实现

全县 224 个村（社区）全覆盖，带动 7 万多名群

众就近就业。

河南平舆县

强化基层党建 助推强村富民
本报记者 张文豪

核心阅读

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实施
“万人下乡、千村提升”工程，整合
干部、企业、人才等多方面力量，
每村安排 1名驻村第一书记、1家
企业团体，动员金融、科技、文化、
法治等力量下沉一线、联村帮村。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累计
为帮扶村增加集体收入 7000 余
万元，带动村民增收 4000 余万
元，扶持 962 个村实施连片产业
项目23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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