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7月28日晚，台风“烟花”
全面影响山东省，狂风拉扯着暴
雨，漆黑的天幕找不到一丝光亮
的裂缝。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
郑保屯镇运河大堤上，一处处微
弱的光束不断闪烁，照亮了泥泞
的大堤，那是防汛抢险队队员戴
着的头灯发出的光亮。在运河
郑保屯段土龙头险工，30名镇
机关党员突击队员带领着200
余名党员干部组成的抢险队排
成3条接力长龙，连夜冒雨加固
险工堤防。突击队连续奋战4
个小时后，该堤段终于加固完
毕，每个人的脚上、腿上、脸上挂
满了泥水和汗水。

漳卫南运河在夏津县有

21公里，而郑保屯镇境内就有
11公里，防汛任务最重。进入
汛期以来，郑保屯镇党委密切
关注着漳卫南运河上游来水情
况，组建了近千人的常备队和
预备队，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制
定防汛应急预案，为将要到来
的战斗做足准备。

7月24日，郑保屯镇召开
紧急动员会议，成立由镇党委书
记王冬任总指挥的抗洪抢险指
挥部，8个临时党支部火线成立
11个党员先锋岗，1000条木桩
及救生衣、铁锨、铁锤等各项防
汛物资全部到位，组织党员干部
群众第一时间奔赴大堤，在9处
险工段、穿堤涵闸成立9个一线
指挥部。党员干部闻“汛”而动，
向防汛抢险一线集结冲锋。

“郑保屯镇严格落实堤脚
堤段规范巡查，每 500 米一
组，分为22组，每组15人，分
三班，堤内2人，堤外3人，每
两小时巡查一次，发现情况及
时上报，以查早查小查细防范
险情，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
态。”郑保屯镇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姜振华介绍，全体班子成
员吃住在大堤，带领党员干部
群众观察水位、巡堤查险、加
固堤防，确保漳卫南运河安全
行洪、平安渡汛，切实保障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确保全镇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镇党委政府连夜组织
党员干部、网格员、小巷管家
84名，对辖区内低保户、五保
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等912处

重点群体住房情况开展全面
排查、逐户掌握情况。设置临
时安置点，对存在线路老化、
屋顶损坏、土胚建筑等安全隐
患的住户集中转移，迅速妥善
转移安置人员8名，处理隐患
12处。

7月28日晚至7月29日，
郑保屯镇在运河东岸迎来了台
风“烟花”，强降雨加之上游来水
量增加，运河防汛的任务变得异
常艰巨。根据夏津县防指紧急
通知要求，郑保屯镇防指按上级
指示立即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常
备队人数增加4倍。更多的党
员群众紧急支援防汛抢险工作，
冰冷的雨水拍打在每个突击队
员的脸上、身上，每个人都被雨
水浇透了，急风吹过让人不禁打

着寒噤，但是没有人临阵退缩。
“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盯

在大堤上，就算拼尽全力也要守
护好家园。”北口村在今年“两
委”换届中新当选的年轻党支部
书记、党员突击队长马成果已经
在大堤坚守了5天4夜。刚刚
消除了一处紧急险情，他的眼里
布满了血丝，年轻的眼神却异常
坚定。在这场25年来最大洪水
大考中，郑保屯镇党员干部群众
中最小的队员18岁，最大的队
员73岁，老中青三代奋战在同
一战场，共抗洪灾。

7月30日，阳光终于透过
了云层，照在川流不息的运河水
面，汛情依然不减，他们的身影
依然在巡堤查险的岗位上奔波
忙碌。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郑保屯镇迎战防汛“大考”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十三五”期间，全国工商
联将“万企帮万村”行动作为工
商联系统脱贫攻坚“一号工程”
持续推进，组织引导民营企业
积极参与。在“先富帮后富、实
现共同富裕”理念的指引下，我
国广大民营企业全力以赴，展
担当、显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重
要力量。

2020年，“万企帮万村”行
动第一个5年目标完成；2021
年，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

“万企帮万村”新升级为“万企
兴万村”行动，全国民营企业继
续投身到乡村振兴当中。

在全国工商联、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多部委
近期举办的“万企兴万村”行动
启动大会上，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表示，开展“万企兴万村”
行动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农业农
村发展实际、着眼民营企业特
色优势作出的重要决策，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推动力量，是
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抓手。

启动“万企兴万村”行动

民营企业作为一股有生力
量，在推动社会扶贫常态化可
持续，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过程
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过去推动“万企帮万村”
行动中，全国工商联等相关部
委立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
康成长的职责使命，加强顶层
设计、谋篇布局，印发指导性文
件，召开直到县级的全国电视

电话会议。
一时之间，帮扶行动在全

国各地展开，形成了“横到边、
纵到底”的工作局面。

在“万企帮万村”行动中，
广大民营企业多方出击、各显
其能，产业扶贫、公益扶贫、就
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
生态扶贫全面开花，拔穷根、强
筋骨，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

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发布的“万企帮万村”台账显示，
截至2020年12月底，进入“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
管理的民营企业有12.7万家，
精准帮扶13.91万个村；产业投
入 1105.9 亿 元 ，公 益 投 入
168.64亿元，安置就业90.04万
人，技能培训130.55万人，共带
动和惠及1803.85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今年7月16日全国“万
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各省市纷
纷加快步伐，制定完善的政策措
施和激励机制，推动民营企业投
身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来。

此后，湖南、甘肃、江西等多
省陆续启动了“万企兴万村”行
动，引导民营企业深挖农村土
地、环境、人力、产业、市场、文化
等资源的多元价值和多重功能，
优化乡村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实
施高效农业、优质种业、特色种
养殖、民俗旅游、田园综合体、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及贸易、现代物
流等产业项目。

关键要创新资金来源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
巨大的系统工程，推动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促进城乡深度融
合，离不开巨量资金的支撑。
实践证明，发展乡村产业首先
要创新资金来源，盘活闲置民
间资本，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
资金筹集投入运行机制，增强
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因此，金融类民营企业下
乡参与乡村振兴对拓展投资新
渠道，扩大内需、增加农民收
入、培育集体经济具有显著提
升效果。

事实上，不少金融类企业
正积极参与到“万企兴万村”行
动中，成为乡村振兴的“开路先
锋”和“精锐部队”，为乡村振兴
增添新元素和新动能。

长期深入山东省内各县镇
开展调研与投资的半岛港湾控
股集团总经理王治伟告诉记
者：“金融类企业投身乡村振兴
战略必须先了解企业自身特
点，以及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
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样才能充
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客观应
对可能存在的难点与问题。”

在王治伟看来，金融企业
通过资本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能够从企业层面显著解决当地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乡
村振兴招商引资政策环境欠
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企业农
民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和乡村
人才短缺等问题是制约金融企
业参与的重要因素。

王治伟建议，地方政府进
一步改善乡村投资环境，建立
健全金融体系，加速产业融合
并打造完整产业价值链，强化
乡村人才保障机制、开拓数字
化赋能途径，以引导金融类企
业投身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
村整体经济发展。

提升民企自我竞争力

2021年是“万企帮万村”升
级为“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开局
之年，在“精准扶贫”过渡到“乡
村振兴”战略整个过程中，民营
经济都发挥了灵活性高、组织
结构简单、决策效率快等优点。

但有些民营企业自身存在
的局限性以及当下经济环境的
变化，也为其参与并推动乡村
振兴造成了一定阻碍。

据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
出示的业内调查报告显示，由
于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技
术水平较低、财务结构欠合理，
因此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败下阵来。

许多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
结合自身经历表示，民营企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耦合，除了
企业自身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外，还需政府部门建立与其相
适应的机制，其中，各利益相关
者的共同参与是机制建立不可

或缺的环节。
对此，中国中小商业企业

协会副会长任兴磊接受采访时
说：“从企业层面讲，全面投身
乡村振兴，能够促进民营企业
经营管理转型、质量提升以及
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对企业家
以及企业自身实现自我提升具
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从社会责任层面看，任兴
磊认为，任何企业都是社会的
企业，在社会责任意识日益受
到人们青睐的当下，民营经济
履行致富思源的社会责任是其
应然性、内在性的发展需要。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崛
起必然要求民营经济的参与并
自觉发挥社会角色作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在为民营企业创
造一定经济利润的同时，也促使
企业在服务社会发展中主动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提升其社会价值，树立社会形
象，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
实。”任兴磊说。

““万企兴万村万企兴万村””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再展新作为再展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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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大源镇南畈村小香薯基地，万年县天

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村民在分拣小香薯。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