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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

党建引领强产业党建引领强产业 厚植优势谋发展厚植优势谋发展
千年柴桑，贤母之乡，岳飞

驻地，渊明故里。地处长江中
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
省九江市柴桑区，不仅拥有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拥
有独特的山水风貌和丰富的旅
游资源。

近年来，柴桑区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依托“赣
北眉目地”发展优势、“高铁大
动脉”交通优势、“昌九后花园”
区位优势，树牢高水平党建引
领高质量发展理念，着力提高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实效，一幅
幅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画卷正
在柴桑大地上全面铺开。

聚焦组织振兴
凝聚发展合力

柴桑区委组织部党建室负
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我
们按照‘抓书记、书记抓’的思
路，紧扣农村基层党建和城市
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充分发挥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
建工作‘领头雁’作用，全面压
实抓党建第一责任，示范带动
村（社区）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
力。目前，柴桑区已推动提升
基层党建工作短板46项，破解
基层党建重点难点问题70余
个，落实群众‘急难愁盼’事项
1200余件，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实践和制度成果。”

今年以来，柴桑区通过持
续开展“书记领航”，区、乡、村
三级党组织书记认领农村党建
项目120余个，坚持力量充实
到农村、工作落实到支部、责任
压实到书记，通过“领、晒、比、
评”，树立大抓党建的鲜明导
向。开展基层党建示范提升年
活动，实施“铸魂、强基、赋能、
领航、活力、先锋”六大行动，建

立系统化、流程化、清单化标准
体系13项，制定审签制、项目
制、案例制推进细则11项，细
化任务清单9类55条，持续推
动“三化”建设提质增效。此
外，开展“数智柴桑”建设，加快
构建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
立了“民情遍访”制度，共有
560余名村干部下沉492个农
村网格，解决问题320余件。

推进人才振兴
强化智力支撑

曾获九江市2022年度乡
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的刘章
顺，是柴桑区涌泉乡黄洞村的
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远近闻
名的集体经济致富带头人。刘
章顺早年在外经商，是村里有
名的“赚钱能手”。乡党委通过

“筑巢引凤”工程，积极回引刘
章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回村后，刘章顺深深意识
到要想带动黄洞村发展，必须
有效利用土地资源，集中力量
发展村集体经济。于是，黄洞
村在集体流转农田土地上尝试
栽种了西瓜、水稻等经济作物，
仅1年时间就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30万元的突破。

资料显示，2021年黄洞村
申报成立了泰邦农业有限公
司，积极探索“党支部+企业+
农户”的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引
领模式，按照“集体主导、企业
（大户）入股、农户参与”发展思
路，大力推进股份合作产业模
式。公司成立以来，收入已突
破900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
收入累计400余万元，带动农
户增收70万元，补助困难群众
20万元。

黄洞村的成功转型为柴桑
区各村在乡村振兴发展中提供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今
年以来，柴桑区深化备案管理
机制，建立村干部信息库，参照
书记标准备案村干部 490 余
人，储备后备力量1100余人；
同时，柴桑区以驻村轮换年为
契机，储备驻村干部人选 22
名，着力解决基层干部队伍作
用发挥不足问题。

不仅如此，柴桑区开展了
“带头人孵化计划”，大力选拔
优秀人才到村任职，全日制本
科、研究生学历的村干部每月
补助300至 500元；通过积极
探索构建分类分岗分级的职业
化体系，推动“五险一金”全覆
盖，力争村干部综合待遇基本
达到乡镇事业干部水平。数据
显示，柴桑区落实报酬增长机
制和集体经济奖补政策，累计
发放奖励资金230余万元，村
干部年平均报酬超过6万元；
安排学历提升专项资金20余
万元，累计为104名村干部提
升学历，全日制大专以上比例
达到30%。

此外，为更广泛地引进智
力人才资源，柴桑区高起点规
划黄洞村、毛桥村大型田园综
合体和白合村九江市中小学研
学教育基地，依托江西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九江市柴桑区）乡
村振兴学院为三产融合提供人
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深化产业振兴
促农文旅融合

有着“九江市旅游后花
园”、市民节假日“短途游最佳
目的地”美誉的浔南街道毛桥
村，近年来成功探索出一条发
展乡村旅游之路。

据了解，毛桥村通过引进
江西陶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打造了“庐山花溪谷”景区。景
区自2021年5月1日试营业开
园以来，共接待游客30余万人
次，营业额达500余万元，同时
以打造4A级景区为契机，全力
增资增项用于毛桥村乡村振兴
示范村项目建设，打造毛桥“一
园三谷两中心”，购置电动观光
车20辆，完成了青瓷馆周边环
境绿化改造、庐山花溪谷服务
配套设施等提升项目，毛桥游
客服务中心、数字乡村、云上茶
谷茶园等项目正在如火如荼推
进，有力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柴桑区坚
持“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思路，
通过“党建+旅游+X”模式，深
度挖掘“红色、绿色、古色、金
色”资源，深化名人、名品、名
俗、名胜“四名”品牌创建，将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
兴活水流向农村的价值洼地。

今年，柴桑区把村级集体
经济纳入区域经济发展布局，
区四套班子领导下沉农村蹲点
调研，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
400余个；常态化召开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推进会，三级书记
面对面共商发展良策，破解发
展难题。同时，柴桑区坚持统

筹“名人、名品、名俗、名胜”优
势特色，围绕九江市高标准建
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目
标定位，大力发展沿江生态体
验产业区，带动环庐山红色研
学示范区和环高铁休闲度假旅
游区比翼齐飞；依托九江机场
复航，高起点规划冷链物流仓
储产业园；做强“渊米”“渊茗”

“渊泉”系列产品，不断提高“柴
优桑品”品牌聚合能力。

柴桑区还运用“红色柴
桑”党建品牌创建成果，串联
岷山红色文化旅游区、马回岭
老火车站遗址和彭湾赤湖红
色名村，形成“旅游+红色文
化”环庐山旅游带；依托毛桥
村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区，开发
出庐山花溪谷、牧心谷、山地
极限探险公园等主题景点，

“休闲农庄+度假”环高铁休闲
带效应初显；持续打造港口观
鸟休闲旅游示范区，做大柴桑
（江洲）生态旅游文化节品牌，
创建“水上游乐+体验”环岛湖
生态旅游带。

目前，柴桑区以“三区三带
促三产”为核心的农、文、旅“三
位一体”发展模式成效显著，年
均接待省内外游客200余万人
次，为村集体增收500余万元。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通讯员 杨子萌 柯 学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以前，这一大片林子全靠
脚走、眼看；现在，我手机上安
装着‘林长制’APP，拿着手机
去护林，发现问题现场上传照
片，非常方便。”河北省衡水市
武邑县武邑镇前寨子村生态护
林员杨书昌说。

今年以来，武邑县围绕数
图融合、资源管理、队伍管理、
业务协同、考核评价、监测监
督、信息发布等工作任务，建立
了网格化、现代化的林长制长

效机制，以及林长制网格化联
动服务信息平台；通过“电脑客
户端+手机APP巡护”的模式，
持续加强各级林长、执法人员
和护林员的培训、管理，压实压
细管护责任，网格化管护率达
100%；构建了由11位县级林
长、95位乡镇级林长和878位
村级林长组成的三级林长体
系。截至目前，县级林长巡林
13次，乡镇级林长巡林190次，
村级林长巡林2634次。

“借助信息平台，上级林长
能直接将问题图斑下发给护林

员，还可以到现场拍照核实上
传。该平台能够及时查看和发
布资讯、通知、公告等，让管护
工作更便捷、高效，形成了上下
互动、部门联动的林长工作新
局面。”武邑县林长办公室主任
常爱敏说。

武邑县还充分结合森林城
市和森林乡村创建，大力开展
营造林工作，新增造林面积
2158.6亩，成功创建省级森林
乡村3个，市级森林提升村18
个。该县通过完善森林防火巡
护网格化管理、全面落实村级

林长护林员责任制、大力开展
防火宣传、强化松材线虫病防
控力度，确保了林业生态健康
发展，助力乡村林业振兴。

“通过采用‘林长制’信息
平台，我们实现了资源监测实
时化、工作决策科学化、目标管
理精细化、考核制度规范化、管
理方式长效化的林长制信息化
建设目标。该平台深度融合云
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
术，提升了林长‘智治’能力，助
推了林长制高质量发展，为创
建‘数字武邑城’‘绿色武邑县’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常爱敏
表示。

除了提升林业管理能力，
数字化平台在林业产业发展过
程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当地林业产业从业者介绍，借
助林业信息平台，企业能快速
迭代林业知识体系，推进林业
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

据悉，依据商品林产业特
点，下一步，上述信息平台将继
续在为广大农民生产经营、产品
销售提供综合预报、预警和资
讯信息等方面深化服务质效。

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

搭平台优机制搭平台优机制 以智治促林长治以智治促林长治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岷山乡高标准建设以“党群服务中心、

乡村振兴中心、红色研读中心、游客接待中心”为主要内容的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