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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官塘村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官塘村：：

凝心聚幸福凝心聚幸福      合力助繁荣合力助繁荣
■亦 山 查柏旵

在中共安徽省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安徽

省委编办）的精准帮扶及地方

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六安市舒城县百神庙镇官塘村

坚持以“党建+产业+治理”的

工作思路，齐心协力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宜养的“四宜”新官

塘。第九批驻村工作队在第八

批驻村工作队的基础上，系统

梳理总结官塘村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的工作

进展情况，真抓实干，凝心聚

力，为打造幸福新官塘作出了

积极贡献。

党旗飘扬映碧水

2021 年 7 月 13 日，中共舒
城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党支部、官塘村党支部、安徽
广运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碧桂
园舒城乡村振兴项目党支部共
同成立了安徽省首家“乡村振
兴党建联盟”。联盟以“共建、
共创、共享、共赢”的“1+N”开
放式平台为依托，汇聚了政府、
企业、高校、医疗、金融等多方
力量，形成了强大合力。目前
该联盟已有 23 家党组织加入
其中，为官塘村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事业要发展，年轻干部的
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为此官塘
村精心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
其中 80 后 1 人、90 后 3 人，00
后 1 人，第一学历涵盖大专和
本科，平均年龄为 32 周岁。这
支年轻干部队伍为官塘村带来
了新鲜血液和创新思维，为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组织
保障。

针对村干部经验不足的问

题，官塘村通过“以老带新、上
下联动”的方式，请退休老干部

带队伍传经验，送村干部到隔

壁先进村和县直相关单位实战

练兵，打造了一支“心中有数、

肩上有责、眼里有光、手上有

活、脚下有土”的工作队伍。

产业兴旺铺富路

官 塘 村 盘 活 闲 置 小 学 资

源，整合项目资金 580 万元，建

设县域农旅电商综合体基地

——“蜂巢”。该基地不仅成为

村集体企业安徽沣巢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还

成功举办多次直播带货活动，

整合舒城境内和全省第一书记

优质农产品，在党建联盟单位

省农产品集团的帮助下分别打

造舒城县区域公用品牌“品龙

舒”和第一书记公共品牌“壹选
择”，极大地拓宽了当地和部分
第一书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此外，官塘村还引进了食用油
压榨、灌装工厂等项目，通过

“产销一体化”无缝对接的方
式，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进而
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拳头产品有了，销售渠道
的多样性就尤其重要。官塘村
邀请来自广东的 5 位资深直播
创客，共同创办舒城沣巢电商
职业培训学校，丰富电商基地
业态，以百神庙镇为支点，以点
带面在全县各乡镇开展培训工
作，加强当地直播人才培养，充
实直播人才力量，形成人才“外
引内培”的良性循环。培训学
校开办至今已成功举办培训 5
期，共培训 198 人。其中，通过
技能测试 116 人，直接参与直
播带货 15 人。

文 化 先 行 ，农 文 旅 融 合 。
官塘村利用薄壳山核桃基地，
吸引社会资本，整合衔接资金，
配套特色民宿打造“群舒文化
园”项目，以群舒文化、农耕文
化、孝道文化的高度融合，宣传
官塘村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历史，打好文旅牌，建立联农带
农机制，激活村集体和村民收
入新的增长点。

治理优化惠民生

官塘村结合“无事找书记”
治理模式，设立“书记热线”，安
排专人 24 小时接听电话，收集
群众诉求；积极推行“当家小庭
院”议事制度，创造“围炉谈话”
氛围，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和归属感；同时，与第三方公司
合作开发“大美官塘”数字乡村
小程序，实现了人口信息管理、
实时监控、党务村务智能化办
公等功能，极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和服务质量。这 3 种平台
再通过“积分超市”的赋能，有
效打通了官塘村乡村治理“最
后一米”。

安徽省委编办选派官塘村
第一书记邹军君说：“我们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通过沟渠清淤、
道路拓宽、桥梁修建、停车位增
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有力提升村民
生活品质。”

此外，据介绍，官塘村还组
织各种暖心关怀活动，与党建
联盟单位合肥师范学院开办行
知学堂，关爱留守儿童；通过雨
露计划、助学贷款等方式帮助
贫困学生解决学费问题；邀请
省级医院专家义诊，让村民感
受实实在在的温暖。

■人民日报记者 崔 佳 方 圆

“我们要不忘初心，不懈奋
斗，让向荣村一直走在欣欣向
荣的道路上。”

天刚蒙蒙亮，黑龙江省绥
化市绥棱县克音河乡向荣村党
总支书记刘峰便来到地头，检
查农机、叮嘱操作员，做开工
准备。

“农忙季节，刘书记总是第
一个到田间地头，最后一个走，
起早贪黑，中午在地里吃馒头。
他就是这样苦干实干，带领我
们富起来的。”在村头大树下，
几个村民告诉记者。

10 多年前，向荣村还是省
级贫困村，发展基础薄弱。刘

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们
是党员，是公仆，要始终把群众
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努力让
村民的腰包更鼓，让村民的日
子更有盼头。”

2016 年底，刘峰召集村干
部商量决定由党支部、村集体
引领，摸索农业生产经营新模
式。“把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土
地集中起来，在每年开春种地
之前和农户签合同，农户交一
笔托管费，地还是农户的，咱们
帮着种，秋收时一切收成归农
户……”刘峰的话得到了大家
的支持。

说干就干，赶在第二年开
春之前，刘峰在原有种植合作
社的基础上，多方筹措资金，购

置各类农机具，成立克东向荣
现代农机合作社。“春耕备耕
时，统一采购农资，价格低，成
本下降；种植过程中，由合作社
科学管理，再用上大型机械作
业，效率高；到秋收时，再统一
找好粮食收储企业，解决大家
卖粮难的问题……”刘峰挨家
挨户做工作、给村民算经济账。
土地托管工作很快便在全村铺
展开来。

头一年，村里就有 8258 亩
土地入社，到了第三年，全村
14495 亩旱田全部实现托管。
集约经营后，村民享受地力、轮
作 等 补 贴 ，每 亩 增 收 150 元 。
由于管理科学，种地成本降低，
销售收入增多了。不少农民还

从种地中解放出来，创业就业、
外出务工……

“种地种了半辈子，老了种
不动了。多亏村里的合作社，
托管后省心不少，每亩地还多
收入好几百元，如今享福喽。”
72 岁的村民潘树深说。

对于村里的困难家庭，刘
峰总是格外关注。村民鲁文才
和妻子常年患病就医，经济负
担重。2017 年，刘峰主动帮助
鲁文才把家中的 30 多亩地托
管给合作社，每年稳定收入 4
万多元。去年，夫妻二人身体
逐渐好转，在刘峰的帮扶下，鲁
文才夫妇养殖了 1500 只大鹅，
每年能收入 3 万多元。“没有刘
书记，就没有我们家现在的好

日子。”鲁文才满心感激。
如今，向荣村实现了农业

变产业、农民变股民的转变。
2023 年 ，村 集 体 收 入 510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3 万元。

村子富起来后，村民福利
也越来越好。“端午节发鸡蛋，
中秋节发月饼发肉，到了年根
儿，村两委挨家挨户发水果。
像我这样 70 岁以上的老人，还
领到了慰问红包嘞！”谈起村
里的好光景，潘树深有说不完
的话。

“向荣向荣，欣欣向荣，我
们这个村，名全占了。我们要
不忘初心，不懈奋斗，让向荣村
一直走在欣欣向荣的道路上。”
刘峰说。

““让村民的日子更有盼头让村民的日子更有盼头””
奋斗剪影

甘肃嘉峪关：
“小种子”长出“大产业”

11月7日，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

镇长城村农业产业综合基地，种植户

组团集中挑选、裹衣、晾晒、加工制种

南瓜种子，为来年春耕春种做足准备。

近年来，长城村充分发挥农业大村资

源禀赋，将大力发展制种产业作为农

户增收致富的主要抓手，持续优化新

技术，不断引进新品种，进一步扩大制

种产业种植规模，并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的种植模式，助力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

中新社发 马玉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