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哲 赵玮 侯晓雅

近日，在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义渡口
镇五虎庄社区数字农业示范产业园项目建
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日光
温室大棚施工。“如果社区没有成立党建联
合体，土地问题就难以解决，我们投资 1亿
元的项目就不会落到这里。”项目负责人冷
相升说。

今年以来，陵城区打破村庄界限，创新
建设区域党建联合体，整合各类资源要素，
打造了一批富有生机活力的村庄共同体，
着力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义渡口镇五虎
庄社区党建联合体将 6 个村复垦的 600 亩
土地“打包”，实现了土地连片经营。

通过村里致富能人冷丰刚，五虎庄社
区洽谈引进了数字农业示范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由山东地主网络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投资 1 亿元建设，将建成数字农业智能连
栋温室、产业园控制中心、数字农业育苗温
室、数字农业仓储分拣车间等设施，以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技
术为基础，搭建数字农业信息化平台，实现
农业资源与环境数字化、种植过程标准化、
管理数据化、产品可追溯的数字农业体
系。投产后，预计实现集体增收 300 万元
以上，直接辐射带动周边生产基地 2000
亩，解决100人就业。

今年以来，义渡口镇已成立党建联合
体 7个，各党建联合体先进带后进，强村帮
弱村，以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推动了基
层党建全面提质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推进基层党组织联建工作，发挥‘龙头帮
带’优势，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优势互
补、互利互赢，促进集体经济和农民群众大
幅增收。”义渡口镇党委书记刘金伟说。

山东德州市义渡口镇

党建联合体引来亿元项目

2017年4月底，我主动请缨，从省城合肥来到皖北
砀山县关帝庙镇黄屯村，驻村开展扶贫帮困。短短几
年时间，贫困户把我当成了贴心人，在群众中赢得了
好口碑。

驻村前，我在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离退休工作处担
任调研员，皖北砀山已是我扶贫的第3站了。临行前，
我向年事已高的父亲道别，老父亲眼含热泪，陪我喝
了3杯壮行酒，对我说：“孩子，第一杯酒，你要记住，在
农村，老百姓的事没大小，要想方设法做好每一件事，
多办实事好事；第二杯酒，希望你在驻村几年里为困
难群众多做些帮扶项目，完成好省委、省政府安排的
扶贫任务；第三杯酒，家里困难是一家的事，咱慢慢克
服，贫困户的困难是大事，你要一心一意干好，不负组
织重托。”我含泪记住老父亲的临别赠言，踏上了扶贫
的征程。

黄屯村是个以农业为主的贫困村，有村民2167户6472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56户869人，耕地9200亩。

我和扶贫工作队员吃住在村，把熟悉情况、摸清
家底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在困难户家中，我和群
众谈心拉家常，带着日记本把全村 456 户贫困群众走
访了一遍，把每家困难情况摸清楚，因户施策制定脱
贫计划，用“脚印”拉近与困难群众之间的距离。每次
走访，我都会留下手机号码，并告诉老百姓，有事打个
电话，我随时就到。通过与村民同吃住、同干活，我们
在劳动中加深了感情，大家把我当成了知心人。

全面了解村情民情后，如何让村里经济发展、贫
困户脱贫致富成了我日思夜想的事。一些贫困户在
选择项目时缺少资金，我就积极为他们争取小额信
贷；对一些尚有劳动能力、闲散在家的贫困户，我想办
法让他们进扶贫工厂，增加公益性岗位就业，使不少
困难户找到了脱贫门路；扶贫要扶智，在我的组织下，
村里先后举办“种、养、加”各类技术培训班13次，聘请
技术人员为困难群众“充电”，使群众尽快掌握技能，
增强致富本领。

帮扶中，一些贫困户存在“等靠要”消极思想或悲
观情绪，我“因人制宜”主动解决问题，引导他们完成

从被动接受“输血”到主动自己“造血”的转变。
贫困户赵耿明的妻子体弱多病，13岁的孙子赵展大脑瘫痪，生活不能自

理。看着两个亲人这样的情况，赵耿明破罐子破摔，整天借酒浇愁，无所事
事，仅靠低保、残疾补贴勉强度日。我多次到他家里做思想工作，为他家打扫
卫生，又给小孩买了一身新衣服，并和县残联联系，为小赵展送去了一把轮
椅。一件件小事、一次次登门、一句句鼓励，让赵耿明渐渐有了信心，开始勇
敢面对现实，不再悲观失望、整日酗酒，人也变得勤快起来，农闲时节经常到
附近建筑工地干活。经过他个人的勤劳苦干，2018年成功脱贫。

要搞好扶贫工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很关键。我想方设法争取项目，
村里先后建起光伏电站、扶贫工厂、冷库等村级经济实体，使村级集体经济从
无到有，2018 年收入14.6万元，2019 年收入增至20.35万元。2018 年，村里拿
出11.5万元，给230户困难群众每家发了500元“红包”，感动得贫困户不知说
啥才好。

为进一步给壮大村集体经济打基础，我和村“两委”制定黄屯村长远发展
规划，投资400万元，在徐庙工业园区新建一个占地面积18.2亩、钢架结构的
大棚厂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短短几年时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发生率由
原来的11.25%“清零”，整村高质量出列，受到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镇政府
通报嘉奖。

王海波（中）察看大棚蔬菜生长情况。 周效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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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请附个人近期工作照原图和照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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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贵州省遵义市坛厂街道党
员干部抢抓好天气，来到楠木坝区蔬菜种植
基地，帮助当地农民采收蔬菜。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探索“党支部+
公司+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推进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规模化高效农业，有
效提升农民收入。据悉，楠木坝区蔬菜种植
基地每月解决农民务工2000余人次，带动
周边77户贫困户共同发展，每年能增加村
集体经济15万元。 向廷玺 马林 摄

贵州遵义市

党员助力蔬菜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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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辉 本报记者 范亚旭 王帅杰

“你别看现在我们这儿一个个农家
小院干净整洁，水泥路直通到家门口，
还评上了‘全省文明村’……之前可不
是这样！”近日，河南省鄢陵县大马镇
义女社区党委副书记刘彪感叹，2014
年以前，社区内垃圾满地、污水横流，
打架斗殴时常发生，不孝敬老人、失盗
现象屡见不鲜，孩子们上幼儿园还要去
邻镇……

这样一个曾经问题层出不穷的农
村社区，如何在短短 6 年时间里，完成

“蝶变”？在义女社区群众眼中，这多亏
了社区党委书记刘春雨。今年 58 岁的
刘春雨，身材魁梧、面庞稍黑，为人厚实
稳重、办事雷厉风行。这位在平凡岗位
上践行着初心使命的“全省劳动模范”，
引领着义女社区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不惧风浪高 重担肩上挑

刘春雨 20多岁时，就依托鄢陵是全
国花木之乡的资源优势，靠着种植花卉
苗木，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1998
年，他创立河南农大春景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业务辐射河北、山东、山西等地。
2014 年，正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村
里 10多名党员代表找到他，动员他回来
担任社区书记。

刚开始，没一点思想准备的刘春雨
婉言谢绝了，可党员们仍不死心，再三
苦劝。“春雨，你现在是富裕了，可村里
连 一 条 水 泥 路 都 没 有 ，村 民 生 活 苦
呀！大伙都盼着你来领着我们致富！”
老党员王根田的一番话说到了刘春雨
心坎里。

2014年 10月，刘春雨高票当选义女
社区党委书记。上任伊始，他从乡亲反
映最强烈的出行问题入手，多方筹集资
金，个人又出资 28 万元，将村里 4 条出
村道路全部硬化。

道路平坦了，孩子们上幼儿园的问
题又成了刘春雨的“心病”。一直以来，
社区内没有幼儿园，孩子们上幼儿园要
到邻镇，十分不便。刘春雨琢磨着为村
里办一所幼儿园，但办园和修路不同，
需要大量资金，钱从哪里来？

“只要大家同意，建幼儿园的钱我
全出。”刘春雨下了决心。彼时，他的企

业刚好要承接一个大的绿化工程，急需
资金，妻子劝他：“建幼儿园也不急于这
一时，能不能再缓缓，等资金周转顺畅
了，再开始。”刘春雨思索片刻，摇了摇
头：“还是要先把幼儿园建起来，早一天
建好，孩子们就早一天有去处。”

说干就干。审批土地、办理手续，
刘春雨一趟趟跟土地、教育等部门沟通
协调。2015 年 6 月，刘春雨个人出资
380 万元的义女社区幸福幼儿园建成投
入使用。之后，他又做出一个让人意想
不到的决定，凡社区适龄儿童一律免除
费用，仅此一项每年为社区群众节省开
支近 40万元。

此外，刘春雨还先后 10余次到省市
争取项目，为社区群众建成占地 8000平
方米的文化广场，安装路灯 110余盏、高
清视频摄像头 28 个，补种绿化树木
5000 余棵，改造了下水道、自来水，社区
环境焕然一新。

脱贫奔小康 一人不落下

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人掉队，如何
帮助社区 23 户 56 名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一直是刘春雨最忧心的事情。结合
全县“1+N”党员先锋行动，他组织社区
有带富能力的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
成帮扶对子，采取“一对一”“多对一”帮

扶方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发
展产业，稳定长效脱贫。

刘春雨分包的贫困户吕土的妻子
有智力障碍，2 个儿子常年在外。了解
老人情况后，刘春雨帮助他整修厨房、
硬化院内外道路，保障其出行安全。后
来刘春雨又多方打听，与吕土的 2 个儿
子取得联系，耐心做其思想工作，跟他
们讲解当前脱贫攻坚政策，2 个儿子最
终同意回来赡养父母。

刘春雨安排其大儿子吕新民到苗
木 公 司 工 作 ，保 障 其 有 稳 定 收 入 。
2017 年底，吕土在刘春雨的帮扶下顺
利脱贫，现在他逢人便说：“感谢刘书
记，要不是刘书记，我怎么会有今天的
好生活！”

为增加社区群众收入，刘春雨在发
展花卉产业上做起了“文章”，依托自己
的花木公司，采用“村企联建”方式，带
领群众走花木种植的“绿色发展路”，社
区 2600多亩土地均种植花卉苗木，每亩
年增收 0.6万元。

党员李二黑是花木种植大户，通过
土地流转，带动社区 10余户农户发展金
叶女贞、红叶石楠等新品种，并吸纳 5户
贫困户就业，每人每年增收 2.8万元。

壮大集体经济应走多元化道路，刘
春雨还带领社区“两委”干部，共同集资
40 万元，创办义女社区面粉厂，主要生
产精制石磨面粉。同时，在北京中医院

教授的指导下，开发了以小米、绿豆、高
粱等 12种杂粮配比而成的养生面粉，并
成功注册义女小麦石磨面粉和义女多
福面粉 2个商标。

“今年 4月份开始正式投产，日销量
达 2000 斤，月收入近 6 万元，厂里工人
全部是贫困群众，每人年收入近 2 万
元。”提及面粉厂的运营情况，刘春雨告
诉记者。

孝善凝合力 治村淳乡风

“老人共赴饺子宴、村民一起大联
欢，俺义女社区今天就像过大年……”
在今年社区举办第六届孝善文化节期
间，村民们纷纷在朋友圈晒着幸福。

节日当天一大早，村里 200 多名志
愿者便来到社区前的广场上，男的搭舞
台、摆桌子，妇女们准备饺子馅儿、和
面。在随后的文艺汇演中，社区 70岁以
上老人迎来幸福时刻，儿子、媳妇拥到
身边，分别给自己的爹娘洗头、洗脚、送
祝福。

振兴乡村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刘
春雨将孝善文化融入社区治理，明确

“孝为先、义为根、花为媒、富为本”的发
展思路，突出党建引领，坚持孝善治村，
举办孝善文化节、义姑文化节，引导社
区群众孝老爱亲、向善向美。在孝善乡
风的感染下，社区党员群众还自发成立
夜间治安巡逻队，每天晚上坚持义务巡
逻，自 2014 年以来，村里没有发生过一
起打架斗殴、失盗事件。

一到春节和重阳节，刘春雨总不会
忘记去大马镇敬老院和本村贫困户家
中慰问，给他们送去棉衣、棉被、米面油
和现金，这个习惯他已坚持了 10年。资
助贫困学生上学，刘春雨也当仁不让。
柏梁镇姚家村孙家村民组孙新歌同学
由于父母患病，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在
家。刘春雨知道情况后，和学校老师一
起到孙新歌家做工作，每年资助其学费
5000 元。据统计，2014 年以来，刘春雨
共捐资 15万元资助贫困生。

“6 年的治村经历，让我更坚信一句
话：人心齐，泰山移。只有把群众放在
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
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
人。”刘春雨说。

河南省鄢陵县义女社区党委书记刘春雨——

自掏腰包做公益 带村齐富奔小康

□□ 杨玉杰 本报记者 郜晋亮

“此时此刻，您身居他乡，或在工作岗
位上努力耕耘，或在创业道路上艰辛跋
涉。一个党员一面旗，无论身在何处，您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心系家乡
建设，关注家乡发展，时时处处彰显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
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在此，我谨代表洪
水泉乡党委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
地问候……”

近日，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洪水泉乡
的流动党员们陆续收到了一封特殊的“家
书”——《致洪水泉乡广大流动党员的一
封信》。见字如面，这封来自乡党委书记
的“家书”言辞恳切，字里行间饱含了乡党
委对流动党员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盼，深
深打动着游子们的心。

“徐书记，党组织寄来的信我收到
了！我已经按照信上的要求，带着《流动

党员活动证》在德令哈市河西镇白水河
村党支部报到，以后我就可以在这边参
加固定党日活动了！感谢组织的问候和
关心……”永安村流动党员徐汉成给村党
支部书记打来电话，言语间难掩激动，徐
汉成成了第一位在流入地党支部报到的
流动党员。

“我扫码加入了流动党员管理群，还
关注了乡上的公众号，看到了洪水泉清真
寺的宣传片和新闻，村里大变样儿了，真
想回去看看呀！”洪水泉村流动党员周文
给村书记发来微信语音，感叹家乡的变
化，言语间流露出返乡归家的急切。

一封封“家书”编织起洪水泉乡流动
党员联系网，将流动在外的 64 名党员和
党组织紧紧联系在一起。为进一步拉近
流动党员与党支部的距离，洪水泉乡建
立了流动党员“一对一”联系制度，增强
了流动党员联系密切度与对党组织的归
属感。

一封写到流动党员心坎上的“家书”
党建视窗

领头雁

刘春雨（左一）给前来参观人员汇报社区党建工作。 资料图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村的振兴，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亦很关键。在实践
中，如何整合城乡资源要素，将城市资
源适当向农村倾斜？如何联结城乡组
织与人才，凝聚统筹推进城乡建设的
合力？如何完善党员管理，实现流动
党员流出地与流入地“无缝对接”？目
前一些地区探索实行的城乡联动党建
的做法值得借鉴。

城乡联动党建有多种具体形式，
如村企联建、村居联建、政村联建等，
重点在于通过组织共建、人才共用，
促进资源共享、党员共管，以组织领
导的区域化，增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协
调性。

组织共建是城乡联动党建的“起
点”，可以是城乡党组织之间的结对，
也可以是城乡党员之间的结对。通过
组织共建，为城乡党组织互联与沟通
搭建了载体，城镇的农业技术人才、经
营管理人才等由此“下沉”到村，打破
了人才作用发挥的城乡区域限制。在
送技术、送科技信息、送培训、送项目、
送管理经验、送爱心、送医疗卫生服
务、送政策法规等内容多样的活动中，
帮助督促农村党组织提升规范化程
度、增强“火车头”的带富能力，同时为
农村群众多办实事，帮助他们解决生
产生活难题。组织共建也是城乡党员
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
过程，可以更好疏通农村党员到城镇

“找项目”、城镇党员到农村“找产业”
的渠道，为城乡党员互动和更好发挥
党员带头作用搭好平台。在结成共建
对子时，需注意组织资源与实际需求
之间的匹配，如在政村联建中，可考虑

安排水利部门对接联系生产生活用水
存在困难的村庄。

此外，城乡联动党建还应完善机
制政策、加强通盘考虑，均衡配置城乡
基层组织建设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例如可探索推行党建工作经费向农村
倾斜政策，整合使用各方资金，增加农
村组织建设预算，用于落实村干部报
酬和村级组织办公活动经费等，配齐
配强活动阵地的“软硬件”。应鼓励企
业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结成“一对一”
或“一对多”的对子，发挥企业技术、资
金、信息等各方面优势，增强帮扶工作
的系统性，帮助村级党组织扩视野、出
点子、找项目、挖市场，提升村庄自身

“造血”能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
村民就业增收。

在优化农村流动党员管理方面，
城乡联动党建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工
作突破口，有利于实现党员共管，增强
城乡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区
域化的城乡联动党建，统筹设计城乡
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制度，有利于更
顺畅地排查流动党员组织关系，让党
组织更快更准地找到党员、党员更加
便捷地找到组织；有利于督促流动党
员及时参加组织活动，更好接受组织
教育；有利于通过“合力推荐、共同培
养、两地考核、联合把关”，做好党员发
展工作；有利于整合党员远程教育、党
建网站、党员手机短信平台等信息管
理与服务系统，带动农村党建的信息
化建设，强化城乡党组织信息交互，加
强对流动党员的动态跟踪管理，使流
动党员能更便捷、有效地聚拢在党组
织周围，随时随地学习“充电”。

让城乡联动党建促进资源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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