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辣椒移栽时节。为抢抓农时，麻江县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移栽辣椒，并提供技术指导，为辣椒丰产、农民
增收打下基础。图为5月13日，党员干部在麻江县杏山街道小堡村辣椒种植基地帮农
户覆膜。 罗文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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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险峰 张仁军 文/图

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
自治县山嘴子镇海岛营子村的葡萄产
业园里，衣着朴素、双手沾满泥土的葡
萄种植能手赵永生向记者讲述着他和
葡萄的故事：“我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
和葡萄打交道，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赵
永生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抚摸着身旁的
葡萄藤，仿佛在和老朋友交谈。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赵永生希望自己的种植技
术和经验能像葡萄藤一样，延伸到村里
的每个角落，带领村民们学以致用，走上
共同致富路。

海岛营子村位于山嘴子镇东北部，
以前村里基础条件较差，既没有特色产
业，又缺少村集体经济项目，乡、村两级
一直在探索破解办法。2023 年，海岛营
子村党支部落实喀左县委关于“双带双
促”活动安排部署，在全村划分了 11 个
党群共富责任区，并选定养殖、种植等
领域的产业大户作为党群共富责任区
负责人，以赵永生的葡萄产业园为基础
的第十一共富责任区就是其中之一。

喀左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洪彪
向记者介绍，2023 年以来，为推进富民
强村，喀左县委组织部开展了“双带双
促”活动，即“党员带头致富、带领致富，
促党群共富、促乡村振兴”，主要通过深
度挖掘、选树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打
造党员致富示范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划
分党群共富责任区，形成以点带面、以
强带弱效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
共同富裕。

夯实基础——
选树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

朝霞映照下，喀左县公营子镇王杖
子村的田野披上了金色的外衣。在这片
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孟凡波的故事可谓
家喻户晓。“孟叔家的鸡场养了2万只鸡，
左邻右舍都让他带着养鸡、卖鸡蛋呢！”
蜿蜒的小路上，几名工作人员相互交谈
着，他们带着一块“党员带头致富示范
户”的牌子，正前往孟凡波家进行挂牌。
孟凡波这个被村民称为“鸡司令”的人，
不仅自家鸡场规模大，还带动周边群众
一起走向富裕。

据了解，喀左县在组织镇、村党组织
全面摸底的基础上，以“家庭人均纯收入
较高，收入主要来源有主导产业支撑，产
业具备有形载体”为主要条件，以“在乡
村治理、乡风文明、生态环保等方面有积
极贡献”为客观条件，挖掘农村党员带头
致富典型，选树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
示范户由各村党组织进行推荐，再经由
乡镇（街道）党（工）委逐一初步审核，最
后由县级终审确定。截至目前，全县已
选树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270户，并由县

级统一进行授牌，实现了户户挂牌，充分
发挥了党员带头示范户致富带富、赋能
乡村治理的示范作用。

李强是喀左县甘招镇王营子村的党
员，他成立的立强养殖专业合作社共吸
引 7 户村民加入。目前，该合作社的牛
存栏量超过 400 头，年出栏 260 余头，年
收入达 80 余万元。李强通过技术培训
和现场指导等方式，对合作社社员进行
品种选择、饲养管理、饲料调剂、疫病防
治等方面的专题培训，帮助社员提高养
殖技能。2023 年，李强被喀左县委选树
为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每当看到门口
那块红彤彤的示范户牌子，李强就满心
自豪，“咱老百姓起早贪黑地干自己的
活，还能得到政府的‘认证’，这是多大的
荣耀啊！”

在喀左县六官营子镇东前沟村，曲
国信的28栋冷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
通过辣椒种植实现年收入超 50万元，同
时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100 余个就业岗
位。2023 年，曲国信也获得了党员带头
致富示范户的称号。

喀左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选树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是党群
共同致富的基础，我们要求各乡镇（街
道）、村高度重视、认真摸排，县委组织部
严格把关，选树示范户的主导产业涵盖
种植业、养殖业、设施农业等各个领域，
希望他们能真正为其他村民致富起到示
范打样作用。”

典型示范——
打造党员致富示范基地

在公营子镇景沣生态家庭农场的红
树莓地里，记者看到农场将灌溉方式从
流灌改为滴灌，既节水又适宜当地生态
环境。据介绍，该农场将平地田园式精
细栽培管理逐步提升为棚式栽培管理，使

红树莓产量提高了50%。同时，农场还进
行了深加工尝试，将红树莓加工成果酒、
果酱等。

这片占地 310 亩的农场，不仅是该
镇的党员致富示范基地，更是当地农业
创新的典型示范区。景沣农场在自身
发展壮大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 80 户
农户和 5 个合作社共同发展红树莓种
植，目前种植面积共计 440 亩，每亩地
平均带动农户增收约 5000 元，形成了
以家庭农场为龙头、合作社引领、大户
基地与农户小规模种植相结合的经营
模式。

在选树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的基础
上，喀左县聚焦发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
用，在示范户经营的产业项目中选择产
业规模较大、发展前景较好、产业模式可
复制、可推广的产业项目，打造25个涉及
农旅融合、特色种植、规模养殖等领域的
党员致富示范基地，覆盖全县 22个乡镇
（街道）。党员致富示范基地作为每个乡
镇（街道）的发展轴心支撑，发挥着示范
带动作用。

“我的目标是建成集大樱桃优良种
苗繁育、生产、批发、贮藏保鲜、电商、物
流配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农业项目。”在
喀左县老爷庙镇平房子村，暖棚大樱桃
示范基地负责人、党员马志勇介绍着他
的规划。马志勇立足村情实际，在进行
市场调研和本地区情况考察后，发现朝
阳市多个县区都有种植暖棚大樱桃的先
例，而且暖棚大樱桃果品质量高、上市时
间有保障、经济效益可观。经过多番考
察后，他计划发展暖棚大樱桃种植项
目。如今，该项目被选为老爷庙镇党员
致富示范基地，目前一期已建成 30栋暖
棚，共计占地 150 亩，平均亩产大樱桃
1000～1500 公斤，直接经济效益约 12 万
元～18 万元，在带动全村农户增收的同

时，也对全镇设施农业产业起到了示范
带动作用。

在喀左县，一个个党员致富示范基
地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乡村振兴的希
望。它们不仅促进了农旅融合、特色种
植、规模养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更为其
他农户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模式，引领
乡村走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以点带面——
组建党群共富责任区

走进喀左县卧虎沟乡四家子村的
花卉大棚，花海如锦，花香四溢。党员
张海玉家的花棚里，月季、三角梅等花
卉竞相绽放，色彩斑斓。据介绍，在村
党支部的支持下，张海玉联合 4 户村
民打造了这个花卉“微型王国”。一年
间，张海玉的收入增加了 8 万余元，村
民们也跟着她一起实现增收，走上了致
富路。

花卉种植已成为四家子村的一张亮
丽名片。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张海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村
党组织的带领下，带头创建了四家子村
党群共富责任区，帮助其他种植户解决
花卉种植资金、销路等问题，并将自己的
种植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带动村民
多渠道“花样”增收致富。

在选树党员带头致富示范户、打造
党群共同致富示范基地的基础上，喀左
县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以示范户为主
体，以规模较大、产业发展较好的基地为
依托，在有条件的村组建党群共富责任
区试点，每个责任区一般由3~5名示范户
家庭成员或党员致富骨干及若干群众组
成，由1名示范户家庭成员担任责任区负
责人。该责任区的主要作用包括发挥示
范作用、促进结对帮带、推进志愿服务
等。目前，全县已划分党群共富责任区
806个，覆盖所有农村网格，打造“户与户
相连、块与块相接”的发展矩阵，形成了
2740名党员致富骨干带动近万名群众共
同致富的局面。

为确保“双带双促”活动的实效，喀
左县将活动开展情况列为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的重
点，纳入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重要内容，
县委组织部强化工作统筹，采取实地调
研、拉练观摩等方式促进工作开展。“双
带双促”活动开展以来，在示范户、基地、
责任区的引领下，喀左县各行政村共计
带动村民增收356.16万元，村集体累计增
收125.44万元，党建引领村民共同发展致
富的作用凸显。

“‘双带双促’活动的开展，一方面
推动着党员比学赶超，让党员充分发挥
先进性、模范性；另一方面促进了先富
带后富，助力党群共同致富，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喀左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洪彪说。

□□ 吴宜芝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

初夏时节，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的猕猴桃
种植基地里，36岁的驻村第一书记唐金生
和村民谈论着今年猕猴桃的生长情况。在
村民心里，这位驻村第一书记懂农业、善交
流，大伙儿都夸他“工作真有几把刷子”！

不一样的“啃老”

“丁老，这次村里的产业座谈会上，您
可要多指导年轻种植户啊。”只一听，正在
翻耕土地的丁清清就知道唐金生又来找他
商量传帮带的事了。

“今年我都72岁了，你还真是会变着花
样儿‘啃老’。”丁清清嘴上开着玩笑，心里
早就答应了。对于唐金生“啃老”，菖蒲塘
村人不仅不反感，还竖起了大拇指，为何？
原来早在 20世纪 80年代，菖蒲塘村就开始
发展水果产业，经过近 40年走南闯北学技
术、育新品、拓市场，村民们逐渐掌握了水
果嫁接、管护等种植技术，村里也冒出了一
批经验丰富的“土专家”“乡秀才”。

来菖蒲塘村后不久，唐金生开始琢磨，
如何让老一辈的能人当“火车头”，带领新
一代村民拉动村里经济发展。丁清清就是
村里有名的“土专家”之一，经过多年努力，
他研发出无需人工授粉、口感好的翡翠香
果无籽猕猴桃，然而这一品种却因未取得
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而无法宣传推广。为
此，唐金生四处奔走，帮助他申请植物新品

种权。2022 年，翡翠香果无籽猕猴桃成功
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还被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列为 2024年湖
南省农业主导品种。

得到唐金生帮助后，丁清清不仅研发
劲头更足了，还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以传帮
带的模式培养了50多户水果种植大户。如
今，在一批“土专家”的带动下，菖蒲塘村共
有省、州、县级科技示范户 13户，中初级农
技师69人。

“骂”是为了村子好

菖蒲塘村党委副书记王邦忠感慨道：
“唐书记看起来斯文，可‘骂’起人来真有一
手。”作为村里首批走南闯北开拓猕猴桃市
场的人，王邦忠曾一度受到村民的敬重和
爱戴。“当年村里推选组织专干，600多人参
与投票，我得 500 多票哩。”王邦忠回忆。
2016年，菖蒲塘村与周边 3个村合并，成立
新菖蒲塘村。开始，王邦忠仍干劲满满，但
由于是合并村，村“两委”凝聚力不够强，他
也逐渐失去了起初干事创业的激情。

唐金生回忆起刚上任时召开的第一次
村“两委”会议，当时王邦忠缺席了，自己为
此批评了他一番：“想让驻村工作队做事
吗？想让驻村工作队帮村里发展吗？身为
村干部，要不要帮老百姓做事？”为了让王
邦忠重拾干事创业的激情，唐金生专门给
他安排了一个任务。“菖蒲塘村是全镇首个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村，唐书记相信
我，让我负责这项工作。实际上当时要拆
除违规建筑，村民意见不小，但有唐书记全

程支持工作，带领我们一户户上门解释、动
员，最后把拆除违建这块‘硬骨头’给啃了
下来。”王邦忠说。2022年，全州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现场会在菖蒲塘村召开，王邦忠
因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全镇优秀党员。

村里的纪检专干龙建效也曾纳闷，每
当工作上有分歧时，唐金生总能“吵”赢。
后来他才明白，那是因为唐金生的出发点
始终是为了村子好。“我当时负责把村里的
闲置房盘活为红色农家餐馆，唐书记要求
一天报一次改造进度，给了我很大压力，我
还因为改造细节和他争吵过两次。”龙建效
回忆说，吵归吵，整个夏天，两人都“泡”在
工地上，直至项目完工。

在唐金生的带动下，菖蒲塘村党组织
的战斗力、凝聚力显著提升：来村里工作的
省派选调生邓志诚通过半年锻炼，已经能
独当一面；大学生村干部向黎黎、田志阳、
王妍经过培训变成了“讲好菖蒲塘故事”的
优秀讲解员；种粮大户田儒民、田茂华主动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走心的“蹭饭”

村里人都说唐金生爱“蹭饭”，“蹭”村
干部、村民的饭。他带菜带肉上门“蹭”，

“蹭”着“蹭”着，大家的心门打开了，关系近
了，工作也顺了。

2019 年，唐金生作为驻村工作队队员
来到菖蒲塘村，后兼任廖家桥镇林寨村驻
村第一书记，最后又回到菖蒲塘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开始，村民们对这个年轻的
驻村第一书记不大信任，“30岁出头，年轻

得很，能为村里办什么事？”
怎么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自己能为

村里办点什么实事？唐金生认为，要解决
问题，关键还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于是，唐金生开始了他的“蹭饭之旅”，
村头坐一坐，村尾唠一唠，同群众一起过
年，在村民家中吃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在林寨村，唐金生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
金，仅用9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村部公路、停车
场修建，解决了十多年来村里不通公路、村
民停车难等问题。他还对接县里的惠农企
业帮助农户销售猕猴桃100多万斤，推动村
集体经济突破10万元。在菖蒲塘村，他带领
农户进行果树品种改良，打造水果品牌，并
引进龙头企业进行水果深加工，提高农副产
品附加值。与此同时，他还引进国家级优质
种苗科研繁育中心落户菖蒲塘村，并创建州
级返乡创业园，吸引入园企业80多家。

为了让老百姓一年四季都有钱赚，唐
金生还推动村里发展红色旅游、采摘体验
游等农文旅项目，把长期闲置的农房改造
成红色农家院。2023 年，全村共接待党建
研学团队、观光游客等43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1.2亿元，村集体经济创收305万元。

如今，在菖蒲塘村，女子嫁接队伍有
了，电商队伍有了，技术队伍有了，唐金生
又“搭台”成立农民经纪人队伍，让老百姓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尽情“唱戏”。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
下，菖蒲塘村先后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菖蒲塘
村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 李景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汗血宝马火爆出圈，蜜薯粉条供不
应求，西孟生活都说好。欢迎大家到西孟
村吃粉条、骑宝马、赏花鹿、鉴名犬，享受
生活没烦恼。”5月10日，获得河南省漯河
市第五期“出彩吧支书”大比拼一等奖的
郾城区李集镇西孟村驻村第一书记郭向
卿，在颁奖现场发出了诚挚邀请。

作为漯河市“出彩吧支书”系列活动
的第五场，此次比拼旨在加强驻村第一书
记“尖兵”队伍建设，检验驻村帮扶成效，
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激励广大驻村干部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担当实干。活动现
场，10名参赛选手围绕活动主题介绍乡村
建设思路，分享产业发展诀窍，互学互鉴
同提升、交流经验促发展。省、市、县三级
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共聚一堂，现场
观摩，碰撞思想火花，探寻和美乡村幸福
生活新路径。

场内比拼精彩纷呈，场外展示热闹非
凡。驻村第一书记们依托助农代言产品
展示平台，架起直播设备，化身“新农人”
主播，热情洋溢地介绍鹿血酒、蜜薯粉条、
红薯汁、龙虾锅贴等特色产品，吸引了诸

多网友关注。
驻村要给村里留下什么？郭向卿的

答案是“让支部堡垒强起来、产业发展旺
起来、群众生活美起来”。如今，西孟村这
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正通过汗血
宝马繁育产业等实现村集体经济增长，赋
能乡村发展。

冲在前、干在先。大比拼现场，10名参
赛选手分别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心的乡村发
展高分答卷：“驻村两年，车行6万里，步行
415万步，争取资金 180余万元……”漯河
市委办公室派驻舞阳县孟寨镇庄罗村的
驻村第一书记李栋旭的“数字答卷”赢得
阵阵掌声；漯河高中派驻漯河市西城区
阴阳赵镇水坑赵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陈爱
红将原本“农田坑坑洼洼，道路坑坑洼
洼，人心坑坑洼洼”的小村庄，打造成“繁
花碧水映村庄，澧河南岸好风光”的中原
水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令人印象
深刻。

“实施驻村第一书记‘尖兵’行动是筑
牢基层堡垒的创新举措，也是发展乡村产
业、助力‘五星’支部创建的具体行动。全
市 440余名驻村第一书记要用心谋事、用
情做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漯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河南漯河市

第一书记大比拼 铆足干劲促振兴

□□ 王琛 张爱立 史冠昭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以“冀
东生姜之乡”新军屯镇生姜产业集群为
抓手，通过党建赋能，打造以“龙头企业+
党支部+专业合作社+科技院校+示范基
地+农户”为主的“生姜富民党旗红”品
牌，推动生姜产业发展。

做实组织强链。丰润区联合区内生
姜企业、合作社等组织成立生姜产业联合
党支部，创新开展生姜技术培训、生姜论
坛、“姜王争霸赛”等特色党建活动，把党
员干部培养成产业致富带头人，把经营主
体培养成党员。该区还组建党员生姜志
愿服务队，创办“大姜门诊室”、测土配方
实验室和信息室，发挥“土专家”党员的带
头作用，打造“冀东姜达人”特色劳务品
牌；建立“党员互帮组”机制，及时帮助农
户解决生产技术等方面的难题。

做足服务延链。丰润区委立足生姜
种、储、销、加工等环节，全流程为姜农和
企业做好服务。推进生姜产业研究院建

设，定期开展技术培训、科研等活动。聘
请专家开展点单式“一对一”服务，到田间
地头为姜农答疑解惑。推出生姜种植保
险，3年来为5万余亩姜田投保，为受损失
的姜农赔付保险金 1700余万元。推广滴
灌、无人机喷药、大型恒温冷库等先进技
术。成立生姜交易市场，逐步形成生姜产
销结合的生产经营体系；引进生姜深加工
项目，增加产品附加值。

做大品牌优链。丰润区深挖“姜文
化”内涵，打造新军屯镇生姜文化展厅，设
计开发“姜宝宝”“姜山”摆件等文创产品，
建设生姜文化主题带状公园，收集展示种
姜老物件。注册“丰润生姜”“旭通源”“三
野”等品牌，其中，“丰润生姜”成为丰润区
首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丰润区以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为抓
手，通过开展组织、机制创新，持续推动生
姜产业链上人、财、物、智等各类资源高效
配置，让生姜产业集群在抱团发展中产量
更高、质量更好、品牌更优。”丰润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赵冬梅说。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

党建赋能助推生姜产业发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今年以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以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为抓手，
采取清单化、项目化方式推进农村党建，
夯实乡村振兴组织基础。

七里河区实施“细胞工程”，完善党内
政治生活督促提醒机制，指导 63 个农村
党支部规范开展组织生活，“三会一课”及
主题党日活动完成率均达到 100%；常态
化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工
作，按照不设比例、不定指标、应整尽整的
原则，初步摸排确定两个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并开展整顿；强化督促指导，对照 2024
年“强基固本年”重点任务清单和第二季
度重点任务清单，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
覆盖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督促整改问题
27个，推动支部建设全面提升、全面过硬。

该区注重释放先锋动能，突出抓好村
党组织书记、村“两委”干部和党员“三支
队伍”建设，以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
村和村党组织书记连任 3 届以上的村为

重点，对村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进行全面
分析，未发现无法胜任工作的村党组织书
记；持续开展“擂台比武”活动，选树“乡村
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26名，培育乡村振
兴带头人 18 名；常态化推进“导师帮带”
活动，结成“一对多”帮带对子 172 对，帮
带村干部 440名，有效提升村干部业务能
力；扎实开展党员冬训工作，督促基层党
组织采取专题宣讲学、研讨交流学、线上
自主学、实践参观学、结对帮带学、对标看
齐学等“六学”方式，培训农村党员 2299
人，为乡村振兴提供动能。

该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力
开展村级集体经济倍增计划，持续推广

“党支部+合作社”发展模式，动员党员领
办合作社 22个，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深化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工作，统筹整合乡镇干部、
驻村工作队员、机关“双报到”干部、村居
党员等人员力量，通过走访入户、政策宣
讲、问需问计等方式，解决群众关注的民
生小事。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

清单化项目化推动农村党建

党员做示范 蹚出共富路
——辽宁喀左县开展“双带双促”活动纪实

喀左县平房子镇桃花池村党群共富责任区负责人（左一）对大棚种植户进行技术
指导。

领头雁

驻村第一书记唐金生的工作“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