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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入手，通过以乡镇为单位成
立农村青年人才党支部，推进青
年人才活动中心建设，汇聚各方
人才集中培养、强化锻炼、大胆
使用，为村干部队伍注入新鲜
血液，调动农村党团员积极性，
激发农村社会活力，走出了一
条人才引领发展的道路。

坚持党建引领
组建农村青年先锋队

法库县在全县19个乡镇
（街道）均成立了青年人才活动
中心，同步成立了青年人才党
支部，在乡镇（街道）党（工）委
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坚持
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推动高质量
业务工作。为突出党建引领，
各青年人才党支部书记由乡镇
街党委副书记担任，支部委员
在青年党员中择优选任，确保
班子素质高、战斗力强。

青年人才活动中心建设
初期，各乡镇组建了专班，多
方与外出优秀青年人才取得
联系，特别是对有一定文化素
质、一技之长并心系家乡发展
的年轻人发出邀请书，抛出
绣球，同时坚持自主自愿原则，
按照“个人自荐、组织推荐、乡
镇选拔、择优吸纳”程序，重点

吸纳致富能手、返乡大学生、外
出经商返乡人员、退伍军人加
入青年人才活动中心。经过近
一年的努力，去年年末全县各
中心共汇聚培养优秀青年人才
1111 名，其中青年党员 405
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3名，
发展党员42名。

为推进中心建设高质量
开展，县委注重强化激励保
障，制定《法库县青年人才活
动中心和党支部考核细则》，
进行半年和年末考核，根据工
作开展情况从党费中拨付不
同数额的专项活动经费，用于
支持中心建设，2020年共投
入资金14万元，同时对表现
突出的6名青年人才和3名优
秀青年党员的典型事迹进行
宣传表彰。

强化锻炼培养
打造奋发有为生力军

法库县委组织部采取“全
县统筹、乡镇自主”的方式，积
极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加强对
青年人才的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

各支部和中心通过形式
多样的活动，不断提升青年人
才和党员的能力素质，组织青
年人才和党员依托自身专业

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在
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拉动创业就业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慈恩
寺乡刘红艳带动全乡150多
名农村妇女承接手工艺品订
单销往俄罗斯，平均每人每月
增收2000元；柏家沟镇张春
风、魏丹丹夫妇创办大山肉牛
养殖场，与村集体合作养牛，
实现合作共赢。

在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
治工作中，各党支部和中心统
一青年人才和党员思想，组织
他们积极投身其中，发挥先锋
作用。和平乡组建的人居环
境整治青年人才志愿服务队，
在每一项整治任务中都冲锋
在前，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起
早贪黑、任劳任怨，赢得群众
一致赞誉。同时，每名乡镇班
子成员还与青年人才结对，做
他们的“成长导师”，经常开展
谈心谈话，带领他们参与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
在实践中帮助他们提升能力
本领、锤炼党性修养。

提供广阔平台
激发基层组织新动力

青年人才在“快车道”上
迅速成长，还需要在广阔的天

地施展才华，实现价值。
法库县各乡镇（街道）党

（工）委广开人才使用渠道，提
供更多机会、更大空间，让他
们尽情发挥特长，在不同领域
做出成绩。目前，各党支部和
中心共培养村级后备干部500
余名，在推行“一肩挑”工作
中，5名优秀青年党员脱颖而
出，担起了“一肩挑”责任。特
别是在今年村（社区）“两委”
换届中，青年党支部和中心更
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
乡镇街道纷纷将培养成熟的
优秀青年党员和青年人才输
送回村里，通过参加选举进入
村“两委”班子队伍。经统计，
全县共有191名青年党员和

人才进入了村“两委”班子，其
中16人为“一肩挑”。这一股
新鲜血液的注入，不仅整体优
化了村干部队伍年龄、学历结
构，更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
能、带来新活力。

接下来，法库县委将继续
做大做优做强青年人才党支
部和活动中心，通过开展能力
提升、分类培育、导师帮带、顶
岗实践、先锋服务和示范引领
六个载体活动，不断增强青年
党支部和活动中心的建设质
量和人才培育水平，着力将各
中心打造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人才“引擎”，不断夯实农村
基层组织基础，为乡村振兴提
供组织和人才保障。

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紧
紧抓住党建引领这条主线，坚
持完善脱贫攻坚中行之有效的
责任、政策、投入、动员、监督、
考核等工作体系，加强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建设，
实施精准帮扶，接续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
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锻造脱贫攻坚的主心骨

康平县注重把组织优势
发挥在脱贫一线，深入开展了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
标年”“提升年”“品牌年”活

动，重点培育了5个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品牌示范村，让
村党支部在脱贫攻坚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

该县全面实施“双培双带”
工程，先后把377名党员培养
成致富带头人、65名致富带头
人培养成党员，组织党员与贫
困户结成帮扶对子，进一步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张强镇官宝
村10年前尚有贫困人口138
人，因病、因学是贫困户主要致
贫原因。进入脱贫攻坚期以
来，官宝村党支部牵头注册成
立了沈阳官宝农业服务中心，
发展水稻种植，实现统一品种、

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目前拥有4000亩水稻高
效农业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周
边乡镇种植水稻 10000 亩。
官宝服务中心将贫困户全部纳
入企业，对其农产品兜底包销，
年底分发红利，让贫困户很快
便甩掉了“穷帽子”。两家子乡
东贾家村共有13户贫困户，村
里通过扶持扶贫产业使他们全
部实现脱贫，村支书带头把带
领群众脱贫、为民服务办实事
作为检验党员是否发挥作用的
重要标准，将村支部打造成脱
贫攻坚的主心骨。

开启脱贫攻坚的金钥匙

康平县坚持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立足县情实施“红色引擎”
工程，积极探索推行“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党支部+企
业+农户”等模式，将国标贫困
人口吸收进合作社，形成产业
带动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多
层次、多渠道力促全县村级集
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方家屯镇十家子村过去基
础设施建设薄弱、产业单一，是
全县43个省级重点贫困村之

一。穷则思变，村党支部依靠
卧龙湖的独特地理和环境优
势，将红薯产业确定为特色主
导产业，几年来，所产红薯先后
获得绿色、有机产品认证，代表
康平县获批“康平红薯”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和优质农产品出口
基地，还先后获得多届农博会
金奖。村党支部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推行土地流转和土地入
股分红模式，将国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纳入合作社，并形成
了红薯产业发展带动防止返贫
的长效机制。村里的建档立卡
户高宏波有10亩地，一年分红
加保底收入8000多元，两口子
在合作社打工又能挣得1万多
元，实现了脱贫。到2018年，
全县161个村已实现村村有收
入；到2020年底，全县累计争
取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村、
壮大村、扶持村82个，全县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5万元
的村超过80%，进一步夯实了
决胜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
的基础保障。

建强脱贫攻坚先锋队

康平县注重培养造就一批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村干
部队伍，注重发挥人才在脱贫

攻坚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把最
精锐、最精干的力量选派到脱
贫攻坚一线。全县161个行政
村实现挂职第一书记全覆盖，
成立3个“第一书记先锋班”、
15个“第一书记临时党支部”，
充分发挥他们的尖兵作用。

该县注重对驻村队伍的关
心关爱，通过定期培训、召开座
谈会、调度会等，加强管理与服
务，形成“脱贫攻坚、你我同行”
的强大合力，鼓励驻村干部全
身心投入脱贫攻坚战场。二牛
所口镇刘家村第一书记宋楠楠
带领十几名农民开办了“土味
康平扶贫馆”网店，销售40多
个品种的农副产品，从村内开
发的售前、售后客服人员月收
入在2000元以上，培训网络主
播带货农副产品的“鸭蛋大姐”
月收入最高达3万多元，唤醒
了当地农民的电商意识，形成
了“党建＋电商＋农户”的全新
模式。小城子镇第一书记们采
取互助共赢的方式，成立了开
明商城·沈阳市康平小城店。
该站提出一次爱心充值、一次
分享，给贫困家庭多一份希
望、给土地多一份希望，获得客
户的好评。（本刊记者 杜英姿

郭文治 孟 航 郑新钰 马

源 冯雅君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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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康平县十家子村红薯喜获丰收。

沈阳市法库县孟家镇青年人才活动中心组织技术能手讲解
酵素胡萝卜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