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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轮结对帮扶铺就强村富民路 

盛登华 李垚/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从 2005 年开始，以三年为一轮，先后组织了五轮结对帮扶活动，取得了显著

成效。2016 年底，第四轮结对帮扶活动结束，被帮扶村的村级总收入全部达到了 70 万元。2017 年，金坛区以村级可支配收入

低于 70万元为标准，选取了 20个村作为全区经济薄弱村，开展第五轮结对帮扶活动，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结对帮扶工作成功的经验 

抓党建促发展。“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经济薄弱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是根本保证。自严清华

任书记以来，黄金村以“争创双 5A”为总抓手，按照“宁可苦干、不可苦熬，建强 f 部、带好队伍”的思路，牢牢树立“笨鸟

先飞、迎头赶上”的意识，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生实事，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齐头并进。流转土地 3000多

亩，引进优质软米种植，注册黄金牌商标，截至 2017年底，实现村级经营性收入 300万元，从根本上摘掉了经济薄弱村的帽子，

成功创建成为常州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明思路促发展。花山村地处茅山老区，是金坛区第一轮结对帮扶的经济薄弱村。2003 年，袁剑峰回村担任书记后，经过深

入调查研究，提出了发展物业型经济思路。借力第一轮结对帮扶活动，村“两委”经过深入调查，决定收购原花山乡政府大院，

维修改造后租赁给扬溧高速公路办使用，实现年增收 5万元。此后，花山村又先后收购老万顺搪瓷厂、玻璃厂以及 10多户村内

农民破旧房屋，经维修后公开发包，确保了村级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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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创新促发展。致和村以创新引领发展，走上了一条城乡互动致富之路。在茅山老区全域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致和村的

人文、风景被纳入旅游区统一管理，村级发展受到了严格限制。为求得更好发展，致和村主动与 4A级东方盐湖城景区村庄建设、

乡村旅游综合体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有机统筹，在服务好景区的同时，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成功实现了村级转型发展。

2013 年，致和村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在薛埠工业园区收购了常州电力公司厂房并对外出租，年获租金 150 万元，此举让该村

一跃成为全区的经济强村。 

强机制促发展。金坛区在第一轮结对帮扶工作中就确立了“三结对”，即区领导定点挂钩一个经济薄弱村、区有关重点企业

挂钩帮扶一个经济薄弱村、区机关党员干部帮助一户贫困户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又延伸出委派第一书记的新模式，有效推动

了全区经济薄弱村如期脱贫。据统计，稳定脱贫村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三结对”体制下与包括组长单位在内的帮扶单位

都有畅通的联系渠道，实施的帮扶项目相对较多，而返贫村却与帮扶单位联系沟通少，实施的帮扶项目也较少。 

推进结对帮扶工作的启示 

强化班子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改变经济薄弱村面貌，最核心的是要建强村级班子，最关键的是配强村干部。一是加强指

导促帮带。从区、镇（街道）两级机关选派素质高、学历高、有思路、有责任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薄弱村任“第一书记”，可有效

带动村级班子立规则、谋发展、树威信，增强整体战斗力。二是实施村级班子思想政治素质提升工程。采取岗前培训、集中轮

训、外出参观、学历教育等多种形式，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和履职能力建设。三是抓好村级后备人才、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从发

展党员入手，严格标准程序，重点选拔退伍军人和返乡大学生，系统储备高素质、有文化、能致富、有威信的年轻优秀后备人

才，有针对性地培养锻炼，形成梯次合理的后备队伍。 

强化保障激励。村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客观上还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为此，建议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打通村干部

晋升的渠道，按照一定程序，将工作业绩突出、综合素质与能力较强的村干部优先提拔到公务员岗位或事业单位中来，符合任

用条件的可以进一步提拔；二是改善退休保障，建议村干部退休标准与企业职工齐平，切实解决好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强化政策整合。强化资金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农补助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大力推行专家评审制度、公告公示制度、公

开招标和采购制度，从制度上加强支农资金管理。规范操作程序，他对各项涉农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

原则，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管理责任，规范涉农资金拨付使用程序，严把项目资金拨付审核关，真正做到资金按支出进度和资金

需求拨付。形成监管合力，明确镇（街道）财政所、涉农项目部门分别是涉农资金和项目监管的责任主体，按照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要求，落实责任分工。强化上下“一盘棋”观念，建立健全各级财政部门与涉农项目主管部门共同协商机制、上

下沟通机制，建立健全涉农项目资金全过程监管体系，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全程监管和资金高效使用。 

强化制度建设。经济薄弱村往往缺失制度规范，工作随意性大，造成村内矛盾较多，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为此，必须

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入手，推动经济薄弱村工作步入制度化轨道。建立管用的村规民约，结合薄弱村村情民风，制定包含精神

文明、公共管理、社会治安、民主理财等内容的村规民约，实行依章理事，让干部群众行有遵循、事有约束。健全民主监督制

度，加强村民监督委员会和民主理财小组建设，严格落实村务、财务公开，扩大党员群众民主监督权，确保村级事务公开透明。

健全完善村干部任期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建立村干部公开承诺、群众评诺、组织审诺的评价机制，加大群众对村级班子满意度

的考评，对群众满意度低、工作能力差的村级班子及时调整改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