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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菁

“眼前这个水库 2023 年遭遇持续的
大暴雨，周边的塘坝、管理用房、亭子都
被大水冲毁了，损失惨重。”北京市门头
沟区雁翅镇高台村党支部书记高连义指
着一片面积足有十余亩的水域感慨，好
在有区里的支持和沟域党委的指导，“一
年基本恢复”重建任务已经完成。如今，
高台水库群山环绕，一湾绿水碧波荡漾，
三三两两的游客在河边悠然垂钓。

门头沟区是首都西部重要的生态涵
养区，全区有138个村分布在山谷河沟地
带，永定河穿境而过，区域内形成大大小
小的沟域。

近年来，针对沟域各村发展步调不
同步、资源整合利用不充分等问题，门头
沟区坚持党建引领，以促进沟域各村抱
团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结合沟域分布
特点，组建了5个功能型沟域党委作为试
点。门头沟区委农工委会同区委组织部
大力加强对试点沟域基层党组织各类资
源的有效统筹，凝聚沟域工作合力，引领
沟域村庄协同发展，全面建设具有门头
沟特色的“诗画乡村”。

变包村为管沟，促进沟域
抱团发展

“在镇党委和村党组织之间设立沟
域党委建制，由沟域党委统筹管辖村发
展，变包村为管沟，避免了力量分散和多
头管理。”门头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白璐
说，沟域党委设 5 至 7 名委员，党委书记
由镇班子成员中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副
处职领导担任；副书记由沟域内先进村
或经济强村的党组织书记担任，发挥龙
头作用，实现以强带弱、帮带发展；委员
由各村党组织书记担任，沟域党委对沟
域发展进行集思广益、集体决策。

试点之一的雁翅镇田庄沟域，有苇
子水村、田庄村、松树村、高台村、淤白
村、泗家水村 6 个村。其中，既有红色资
源村，也有传统古村落，既有经济强村，
也有基础薄弱村，各具特色，情况不一。

“把几个村子放到一盘棋里下，统一
布局，起初最难的是做村党支部书记的
思想工作。”田庄沟域党委书记、雁翅镇
组织委员董兆松说，村干部首先要在思
想上打破壁垒，认同沟域党委统筹发展，
才能确保沟域工作顺利进行。

高台村是一个小村，到了冬季，留在
村里过冬的村民总共二三十人。村子虽
小，但村容村貌十分宜人，走在干净整洁
的村街上，随处可见的雅致景观点缀着
绿水青山。村里环境的改善得益于高连
义的用心，更离不开沟域党委的支持。

“别人是从零起步，我们是从负数开
始，实施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后加速发
展。”高连义担任高台村党支部书记 5 年
间，以“有事找书记”的工作方法为老百
姓服务，建立了“雁上高台”党建品牌。

在田庄沟域党委统筹指导下，高台村
通过微改造、精提升，大力发展农文旅休

闲产业，争取灾后重建资金200万元打造
了篱原里农业休闲产业园，争取示范片区
产业资金100万元打造亲子乐享文旅休闲
产业，盘活村内土地资源和水资源。

“村党支部书记主动干事的意识强
了，才能真正把村干部带好，把事做好，
带着老百姓致富。”董兆松说。现在，沟
域党委把管沟放在首位，帮助协调资源、
打通渠道，力争实现各村资源优势的最
大化。

西王平村属于王平镇王平沟域。记
者漫步在穿村而流的永定河岸，听村党
支部书记高美玲讲述这个村子的悠久历
史。“京西古道西山大路北道穿村而过，
明清时期街道两旁曾经商铺林立，是京
西古道少有的古商街之一。”据王平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王平沟域整合各村京西
古道、登山步道等资源打造的京西古道
沉浸式生态小镇项目，是北京市首个特
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实现探
索项目。王平沟域以 VEP 项目为抓手，
带动沟域各村整体发展。

从包村到管沟，沟域党委发挥着功
能型党组织精准引领的作用。镇党委就
沟域范围内事宜，对沟域党委进行充分
授权赋能，对下拨到村的资金、安排到村
的工程项目和分配到村的人员力量，由
沟域党委根据村庄规模大小和发展实际
需要进行统筹调配。

“沟域党委主要发挥统筹谋划、监督
指导等职能作用，在不增加农村基层负
担、不包办各村的村民自治事务、不改变
各村集体资产和资源权属的同时，充分
调动各村抱团发展、共同富裕的积极
性。”门头沟区委农工委副书记方蕾说。

从单干到共享，发挥乡土
人才更大价值

沟域党委把沟域内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各类人才组织起来统
筹使用，通过设立人才工作室、聘请专家
顾问等方式，吸引技术骨干、管理人才驻
村工作，壮大农村人才队伍。

2024年4月，清水镇江水河村企业家

闫进锁被聘为“诗画乡村”CEO，是全镇
首批 5 名“诗画乡村”CEO 之一。几年
前，他回乡创业，租用村里的闲置房经营
着 6 套精品民宿。现在多了这个新身份
后，闫进锁帮助村“两委”班子出谋划策，
挖掘村级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前不久，闫进锁经营的民宿食堂推
出了老年餐桌服务，解决了村里老人吃
饭的问题。“每顿饭都有炖菜、炒菜，保证
老人一日三餐不重样。”闫进锁说，民宿
的活动室、棋牌室也向村民开放，让大家
在就餐之余有个聊天、放松的地方。同
时，闫进锁还推动成立了北京山之灵文
旅有限公司，投资种植野生沙棘，从种植
到生产销售与文旅相结合，探索适合山
区发展的特色农业。

“以‘诗画乡村’CEO为带动，我们创
立了‘大山之友’人才工作品牌，在探索
试点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经验总结和转
化，逐步推动‘诗画乡村’CEO 队伍发
展。”清水镇人大主席、灵山沟域党委书
记陈广萍说。

“诗画乡村”CEO主要是镇域内现有
的农文旅产业运营管理人才，能够发挥他
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此外，也要
利用好外来人才为沟域发展出谋划策。

高台村驻村第一书记孙鹏凯就在沟
域党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协助村“两委”
班子做了不少事。今年9月，高台村成功
举办了农民丰收节。孙鹏凯告诉记者，
村里种植的黄金梨皮薄、汁多、甜度大，
但知名度并不高，借助这次丰收节活动
展销，为黄金梨拓宽了销售渠道。

记者了解到，为了激发人才实现更大
价值，王平沟域想方设法发挥乡土人才优
势，建立了沟域党员队伍台账，加强年轻
干部储备情况分析研判，探索“包村干部+
村‘两委’干部+后备干部”结对帮带培养
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使用效能。2023
年被评选为“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的
田庄沟域党委副书记、田庄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崔春洪说：“能获得这样的
荣誉，沟域党委给了我很多指导和支持，
得到大家的认可，我感觉更有干劲儿了！”

由分散到集中，推动片区
化组团式发展

沟域党委统筹沟域各村自然生态、
人文历史等资源禀赋，整合沟域内景区、
民宿、村舍等资源，围绕红色教育、文化
研学、观光旅游、体育运动等主题，规划
打造文旅农林商体教融合发展产业。

在妙峰山镇的妙峰骑行小镇，记者
看到有骑行补给区、儿童游乐区、休闲野
炊区、果蔬种植区、精品民宿区等各种功
能区，不时可以遇到骑行爱好者。“这里
有专业的骑行车道，最重要的是山里空
气好，自然风景优美，还能满足补给、就
餐、休息的需求，所以我经常来。”一位从
市区特意来小镇骑行的游客说。

妙峰山镇苇甸沟域党委副书记邢卫
兵介绍，通过分析沟域党委自身特点，结
合各村现有产业以及地区特色，他们确
定了一环、两轴、三区、五村、五专项的沟
域发展规划。

为了实现利益共赢、强村带弱村共
同富裕的目标，苇甸沟域制定沟域总体
产业发展规划，将各村资源捆绑形成集
中连片、优质高效的“资产包”，成立北京
妙峰苇甸商业有限公司，形成抱团发展、
互利共赢的运营主体，由平台公司统一
进行招商合作，为下一步沟域大景区的
打造夯实了基础。“沟域党委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适当统筹政策资
金，确保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凝聚有效
力量推动沟域经济健康发展。”方蕾说。

斋堂镇爨柏沟域开发爨柏口露营公
园、景区售票处西餐简餐、房车营地、文
创产品等项目，形成了“配合大工程，完
善小配套，五村一体化，联动全沟域”的
推进格局，延伸大项目工程的辐射带动
作用。王平沟域确定了以打造新时代京
西古道驿站为亮点的发展规划，盘活老
村闲置房屋，走文化旅游兴村富民之
路。高美玲说：“有了沟域党委的统筹
协调，最大的感受是没有村界感了。村
里环境好了，有人气了，年轻人逐渐愿
意回来工作了，老百姓的收入也提升了
不少。”

据统计，门头沟区试点沟域 24 个村
的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达到 67.5 万元，
田庄沟域入选北京市第一批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创建片区。

聚力建设“诗画乡村”，坚持片区化
组团式发展，推动沟域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同向发力，是门头沟区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举措之一，也是
落实北京市“百千工程”的重要抓手。门
头沟区委农工委书记、区农业农村局局
长贾莉莉表示：“通过沟域党委推动山区
村庄资源联用、产业联促、治理联抓、风
貌联控、人才联育、灾害联防，我们将继
续通过沟域党委引领村庄发展、统筹村
庄资源、激发村庄活力，为打造‘山水村
居如画，和美生活如诗’的‘诗画乡村’，
探索出一条生态文化融合的门头沟特色
乡村振兴之路。”

凝聚合力共绘“诗画乡村”
——北京门头沟区探索组建沟域党委带动山区村庄协同发展

□□ 胡玉萍 陈金玉

“最近工作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及时
说出来，记得常和我们联系，常回家看
看。”前不久，安徽省天长市张铺镇的“鸿
雁管家”张福建给几名流动党员分别打了
电话询问近况。近年来，天长市为破解流
动党员去向难掌握、学习难落实、作用难
发挥等问题，推行“鸿雁管家”计划，采取
双向结对、学习、引领等方式，不断提升流
动党员教育管理的质效。

双向结对不断线。“鸿雁管家”计划
分别从党员流出地和流入地推选一批
讲政治、有威望、敢担当的党务工作者、
骨干党员担任“鸿雁管家”，与流动党员
建立“1+N”全覆盖双向结对帮带模式，
采取“一月一通话，一节一问候，一年一
上门”形式，掌握流动党员的思想、工作
和生活状况，动态更新党员信息，在理
论学习、工作技能等方面互帮互助。截
至目前，全市共推选“鸿雁管家”350 名，
动态摸排流动党员 838 名，及时更新信
息 64 条，帮助流动党员解决工作、生活
难题 105 个。

双向学习不掉队。天长市建立“线上
互动学、线下驻地学”学习机制，通过邀请
党校老师、党员干部讲“云端党课”，组织
流动党员线上实时互动交流；建立流动党
员微信群，采取“标兵竞学”的方式，根据
每月群内党员学习情况评选出“学习标
兵”，调动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在流入地党
组织建设“鸿雁驿站”，购置书籍、报刊等
学习资料，定期举办读书沙龙等活动。
2024年以来，已安排“云端党课”3场次，超
千名党员观看，评选“学习标兵”72 人次，
开展集中学习活动36场次。

双向引领不缺位。天长市组织“我为
家乡献计策”活动，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等重大事项上，发动流动党员积极参与、
建言献策。同时，以政策宣讲、项目推介
等方式，吸引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
能力的中青年流动党员回村发展。鼓励
流动党员结合自身职业优势、技能特长，
在流入地积极开展防汛抗旱等志愿服务
活动。截至目前，共召开座谈会 12场次，
收集意见建议 69 条，吸引 23 名党员回乡
创业，引导逾 800名党员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337场次。

安徽天长市

“鸿雁管家”督促流动党员有学有为

□□梁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村里会种地的人年纪越来越大，年
轻人多数都在外打工，种地面临着没人
手、效益低的困境。”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
杨村镇姚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姚志远说起
前两年让他头疼的事，眉头依旧紧锁。得
知保定市鼓励党支部领办村合作社后，姚
志远找到了解决种地困境的路子。2023
年 2月，姚家庄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专业
合作社成立，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动员 126
户农户入社，经营耕地面积 600亩。耕地
有了统一“管家”，如何保证粮食高产、农
户增收成了合作社亟须解决的问题。

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经过反复论
证，决定采用“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模
式，聘请有农田管理经验和运营团队的村
民姚大伟担任农业职业经理人。同时，村
里定期举办农业课堂，不仅为村民讲授传
统农业常识，还介绍富含新科技与新管理
知识的农业生产经验。姚大伟和他的团队
除了提供技术指导、组织生产和田间管理，
还提供销售途径、市场信息、农资购买渠道
及农机作业服务。在姚大伟的带领和管理
下，姚家庄村2023年每亩地的净利润达到
了600元，比往年增加200多元。

“观望的村民看到别人入社后尝到了
‘甜头’，都主动找到我也要入社。”姚志远
说，今年 6 月，合作社将村里剩余的 1100

亩耕地全部吸纳入社。
“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模式让种

地有了收益保障。姚大伟按小麦、玉米两
季种植成本的30%向合作社缴纳当年的保
证金，年底核算后，合作社盈利则返还保证
金。入社农户则采取“保底收益+固定比例
分红”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合作社每年6月
先行支付社员900元/亩的保底收益，粮食
售出后再将净利润按比例分配。

2023年，定兴县推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姚家庄村成为试点，对入社土地进行了改
造升级。今年 5月，姚家庄村将村内废弃
坑塘进行改造，由合作社投资建设了休闲
垂钓园，同时还扩建了 15亩鱼塘，计划打
造一个集露营、烧烤、场地越野于一体的休
闲综合区。“垂钓园、托牛所、种鸭养殖，这
是合作社的三大副业。”姚志远说，为把玉
米及玉米秸秆串成一条产业链，合作社与
其他公司合作，把玉米及玉米秸秆加工成
饲料出售给种鸭养殖基地及托牛所，每年
可额外为村集体增收 23万余元。以土地
为基础，坚持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姚家庄
村将主业和副业同时握在手里，今年村集
体收入有望突破100万元。

据了解，定兴县246个村已全部成立了
党支部领办的土地专业合作社，除了大田作
物，还发展蔬菜、花卉、水果等特色产业。
2023年，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0万元
的村有51个，达到100万元的有30个。

河北定兴县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助力强村富民

□□ 吴丁宁

“陈婆婆，你在家吗？今年的家庭医生
签约已经开始啦，您要不要了解一下？”“近
期天气干燥，大家要做好森林防火、禁烧秸
秆等工作，保护好环境。”一大早，浙江省武
义县柳城畲族镇县前村的党员们便开始了
他们日常的联组走户工作。党员干部们的
身影，县前村村民每天都能看到。

县前村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1999年，县前村党支部书记杨东升在浙江
省率先推出了村干部联组走户制度和“村
民接待日”制度。通过联组走户密切干群
关系，改善村干部工作作风；通过“村民接
待日”提高村干部对村情的掌握和为群众
办实事的能力水平。

“在联组走户过程中，我们会重点对
群众反映的纠纷和矛盾苗头登记在册，以

便掌握动态。”该村一位党员干部表示，对
走访中遇到的问题，联组走户小分队能解
决的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由村务
联席会议召开民情分析会，落实到分管村
干部；需要镇干部协调的，汇报给联村干
部，由镇里统一协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
及时反馈给当事人。

实行联组走户制度后，党员干部能及
时了解并处理村民诉求，党群关系、干群
关系有了极大改善，村里各项工作也得以
顺利进行。党员干部除了了解村民日常
生活情况，还抓住日常联组走户的契机，
了解村民对增收致富的想法和思路，和他
们一起谋划致富出路。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从 1999 年的不
足 5 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200 多万元，这些
都是对县前村党支部这些年来工作的最
好肯定。”杨东升说。

浙江武义县县前村

村干部联组走户办实事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鹏

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一路向南，穿
梭在群山之间，直抵喜马拉雅山麓，岗巴县
赫然跃入眼帘。

当印度洋暖风缓缓吹来，平均海拔
4700米的岗巴县草原披绿、碧空如洗，皑皑
雪山下绿草如茵，一群群岗巴羊悠闲徜
徉。好水好草好空气，具有上千年历史记
载的岗巴羊名气比岗巴县还要大，如今更
成为岗巴县的党建“领头羊”、群众“致富
羊”、集体“聚力羊”。

抓好主导产业，贡巴村集体
经济跨越式增长

记者来到岗巴县贡巴村时，村里正在
举办运动会，男女老少共聚一起，一个个帐
篷里不时传来欢歌笑语。“这两年通过岗巴
羊养殖，群众的腰包都鼓起来了，村‘两委’
也经常组织活动，群众都非常喜欢，参与村
级事务的积极性也高了。”贡巴村党支部书
记普布次仁说。今年38岁的普布次仁操着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起村里这几年的变
化滔滔不绝。

思路清、点子多、有担当，这是记者对
普布次仁的第一印象。从外出务工到自己
做点小生意，走南闯北10多年后，普布次仁
2021 年回村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接手了
一个软弱涣散的“烂摊子”。由于上一届党

支部引领作用不强，2019 年村集体合作社
只有 1300 只羊，社员除了党员就是建档立
卡户，别说促进增收了，连自身发展都成
问题。

靠山吃山，这里只有岗巴羊这个资
源。普布次仁一上任，就抓住贡巴村岗巴
羊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一方面跑市场找销
路，靠着自己多年在外闯荡的经验，遍访餐
饮店、机关食堂、餐饮协会……不管认识不
认识，他都上门推销合作社的岗巴羊；另一
方面，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入社入股，村民们
从排斥到怀疑观望再到全村入社，其间的
艰辛不言而喻。“当时我心里也没有底气，
在村民大会上我向他们保证，如果经营不
好，就算我一分钱工资没有，也不会少了他
们的分红。”普布次仁回忆道。在各方努力
下，合作社的岗巴羊逐渐有了稳定的销售
渠道，养殖规模从最初的 1300 只发展到
2023年出售1.2万只。

贡巴村把全村的草场和羊都入股到
合作社统一经营，形成规模既壮大了村
集体，也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村民米
玛以前一年四季在家放牧，村集体合作
社成立后，他将 300 多只岗巴羊入股，自
己到日喀则市学厨艺，现在已是一家餐
厅的大厨，每月有 1 万多元的收入。“以
前每年 3 月到 7 月，每家基本上都要有两
三个人专门接羔育幼，现在村民一开春
都出去打工了。2021 年以前全村只有 8

个人有驾照，如今家家户户的年轻人都
有驾照，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皮卡车。”普
布次仁说。

2021 年，贡巴村打了个漂亮的“翻身
仗”，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300万元，村民分
红折合 154 万元。2023 年实现村集体经济
收入 750万元，村民分红折合 381万元。从
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80万元增长到2023
年的750万元。贡巴村通过“党建+合作社”
模式大力发展岗巴羊养殖，村民持续增收，
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

养好岗巴羊，雪布让村实现
面貌大变样

“提高羊的成活率，接羔育幼最关键，
要细心、耐心。生下来的小羊羔你要让它
站起来，吃奶时有的还要喂。小羊羔特别
喜欢睡觉，放牧的时候要盯着，如果跟丢了
羊群就会被野兽叼走。”雪布让村党支部书
记旦真多吉，从初中毕业后就在村子里放
牧，养羊11年养出了经验，当了村党支部书
记后，每年村集体合作社的羊接羔育幼都
是他亲自负责。

平均海拔 4550 米的雪布让村，地处偏
远，资源匮乏，岗巴羊养殖成了村里的主要
产业。村集体在2019年组建了裕民养羊专
业合作社，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0
多万元，用5年时间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从零到百万元级的突破，村民人均收入增

长近5000元。
“现在村集体有钱了，能够更好地服务

村民，村‘两委’有了威信，干群关系也更融
洽了。”旦真多吉回忆说，前些年雪布让村
在基层治理上难度较大，游手好闲的大有
人在，村民冲突不时冒出，“不好管，不听
话，当时上级领导听到我们村都直摇头。”
这两年，村集体出资把老村委会翻新改造
成了日间照料室，方便老人孩子活动，还新
建了澡堂，购置了按摩椅，每周还邀请老人
们聚餐，由村“两委”干部下厨做饭，老人们
欢聚在一起唠家常，讲历史，展才艺，联络
感情。投桃报李，现在不少老人把自家煮
好的鸡蛋送到村委会让干部们品尝，村里
有什么大事，老人们总是最先发声支持村

“两委”的工作。
有了村民的支持，村“两委”的干劲更

足了，旦真多吉对村子的发展也有了更多
想法。村里土地多，但很多村民家里劳力
少，五六十亩地只能种十多亩。如果有了
农机就能帮村民提高耕种收效率，为此，该
村成立了农机合作社。

建强基层党组织，村集体有收入，农
牧民有分红，雪布让村从“问题村”变为致
富村，成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村“两
委”工作起来也更得心应手，去年村里计
划 要 建 饲 料 加 工 厂 ，村 民 大 会 上 一 片
响应。

“有个有能力、有思路、懂发展的党支
部，群众得实惠，村集体经济有发展，基层
党组织引领作用更加凸显。下一步，我们
将坚持党建引领，抓实主导产业，通过组建
联合党支部抱团发展，尽早消除年集体经
济收入 5 万元以下的薄弱村。”岗巴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段继营说。

西藏自治区岗巴县

党建引领奏响高原“牧羊曲”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街上村地处偏远山区，海拔高、山路陡。为促进传统农

业高质量发展，让农民富裕富足，街上村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集体创立“街上红芯”品牌
红香米，想方设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图为驻村工作队正在带领村民一起称重、打包、
装盒红香米。 孙操 摄

2024年6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举办沟域长城文化论坛和“打拼锅”长桌宴活
动，推动沟域文旅融合发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