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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做好薄弱村转化的赣榆答卷 

李淑婧 邱孟根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农业农村局 

2020年，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按照市委“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部署，以“党建引领富民兴村”工作

为统领，要处着手、实处用劲、难处破题，62个低收入村全部完成经营性收入 18万元目标任务，其中超 30万元的

26个、超 50万元的 14个，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要处着手，抓班子强队伍，凝聚攻坚克难最强战力 

赣榆区委始终把薄弱村转化作为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重要举措，聚焦党建主业，压紧政治责任，构建上下贯通、坚强有力的工

作体系。 

以上率下，压实攻坚主责。结合区领导包镇分工、选派民情助理党建专员工作，每村明确一名区领导联村、一名镇领导包村、

一名民情助理党建专员驻村、一个区级机关单位或国有企业结对发展，建立低收入村“四个一”帮扶制度，细化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明确目标任务，形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的工作机制，压紧扣实薄弱村转化责任链和工作链。“一村一策”把

脉问诊，帮助低收入村挖掘发展潜能、制定增收计划、选定集体项目，化解集体债务，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强化考核，坚持严

明纪律、严格督查、严厉问责“三严”攻坚法，把抓党建促攻坚作为党建述职重要内容，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此项工作

抓实抓细抓到位。 

优中选优，配强攻坚主力。结合村“两委”换届，按照“先富有成效、带富有情怀、治村有威信、兴村有办法”的“四有”

标准，遵循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采取在现任村干部中“择优留”、农村致富能人中“择优推”、务工经商人

员中“择优引”等措施，选拔 182名致富能人进入低收入村“两委”班子，调整能力不足村书记 23名，打造钟佰均式带头人队

伍。新一届低收入村书记平均年龄 45.6 岁，其中致富带富能人 53 名，“双强”型村书记比例达 100%。树立“干部到一线去、

干部从一线来”的选人用人导向，2020 年区镇联动为每个低收入村选派一名“兴村书记”，谋思路、闯出路、找富路，为薄弱

村转化输送能征善战干将。 

一线突击，集聚攻坚先锋。党员带头率先领跑，推行党员能人组团带富、党员责任区帮富、党员先行承包领富的帮贫带富模

式，成立党员致富服务队 14个，评选党员产业标兵 86名、党员中心户 219户，掀起党员带群众齐力奔致富浪潮。全省首家出台

“电商直播人才 20 条”，激励党员大户带领乡土人才开网店、做微商，拍视频、搞直播，带动 27 名传统农民变身“网红大

咖”“直播达人”。成立农业产业高层次人才工作室，组织农技人员、培训讲师、网红大咖等成立“富民兴村”人才服务队 4支，

开展技术培训、人才培育、宣传推介等活动 13场。 

实处用劲，抓项目强产业，激发富民兴村最强动力 

立足村情，理清思路，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扶贫”与“扶智”并施，借助外力、启动内力、激发活力，以产业

兴旺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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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策支持、路径指引。一是出台扶持政策。在全市“富民兴村九条”基础上，出台 10 条落实举措、配套 20 条扶持政

策，帮助因地制宜找到方向、选准路径。编制富民兴村三年行动方案，细化“时间表”，排好“路线图”，3年内实现所有低收

入村经营性收入超 30万元。二是落实土地支持政策。加大土地综合整治力度，调整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高土地产出率。对村

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符合规划和建设要求的建设用地，及时办理建设用地手续，允许其对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依法改造。开发农民

公寓，大力发展物业经济。释放村级土地价值，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三是创新金融扶持政策。通过财政贴息、利率优惠、减免税

收等方式，鼓励支持商业银行到农村开展信贷业务。推广农户信用普惠贷款业务，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

股权抵押担保，提高信贷额度，更好服务三农。 

强化产业支撑、项目打头。根据低收入村产业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一村一策”“一村一

品”，靶向精准。对于土地资源禀赋较好的低收入村，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规模效益增加村集体

经营收入；对于集体资产资源有流失现象的村，全面清收被侵占的集体资产资源；村集体资产资源发包坚持“应进必进”公开交

易，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靠近开发区、工业集聚区、农业园区的村，可以直接向企业入股，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招引企业落户，

采取集体承包劳务、厂房场地租赁、入股分红、企业税收留成返还等方式，增加集体收入；大力发展特色种养、绿色加工、电商

直播等优势产业，将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打出品牌、形成规模。充分发挥中央、省扶持村集体发展项目资金作用，由镇牵头入股

成立农业发展公司或资产经营公司，整合低收入村扶持资金集中建设标准化厂房、购买门面房等，增加村集体租金收入，实现抱

团发展。通过村办项目、多村联合入股、镇村共建发展，实现每个低收入村兴办或入股 1～2项产业项目，62个低收入村共实施

产业项目 67个，增收 529万元，低收入村“造血”能力显著提升。 

强化资金支持、财政保障。用好 4916万元省扶持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各镇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将资金及时拨付到项目上。

同时，区财政设立 2000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扶持引导专项资金，帮助村集体经济发展。制定村集体经济经营收益奖励办法，设

立“富民兴村贡献奖”，树立“发展越快、奖励越高”鲜明导向。 

难处破题，抓服务强保障，形成推动发展最强合力 

瞄准孤军奋战、发展要素不足等难题，坚持统筹协作、靶向攻坚，形成合力。 

区域联动，抱团发展。结合赣榆区东中西产业特点，按照“连点成片、集聚资源、整体提升”思路，打造“蓝色海洋、绿色

林果、红色文旅”3 个党建示范带。整合区部门、镇党委、产业协会和特色村，组建 3 家红旗同盟，打破地域隔阂、行政壁垒，

连点成线、以线带面，覆盖 234个基层党组织、20家农业龙头企业、62个低收入村，推动组团作战、抱团发展。红旗同盟每月

一主题、月月有活动，先后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海鲜电商节等特色活动，拉动 21个富民项目落地低收入村，实现组织效能最大

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要素集聚，共享发展。区级配套扶持资金 1270万元，为低收入村高标准新建改建党群服务中心 38个，升级“楼下便民、楼

上富民”功能，设置便民服务、创业孵化、能力培训、产品展示“四大中心”，提供一站办理、创业孵化、产品展销等服务，打

造共建共享富民主阵地，释放“富民”磁场效应。开展“党员乡贤助力富民兴村”试点活动，62 个低收入村梳理出返乡意向人

员 46人、返乡意向项目 14个，落地项目 6个，带动 110名村民就近就业。 

模式创新，协同发展。依托组织力指数监测平台，加强低收入村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建设脱困攻坚坚强堡垒。推广“支部+

合作社（公司、协会）+农户”模式，实施“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的“三链”建设，将党的组

织建设深度嵌入到产业扶贫之中。探索“订单保底价收购”“土地流转+优先雇用”等产业联动发展模式，深化“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行动。通过土地流转、参股分红、吸纳就业、承包经营等方式，引导低收入村党组织创办领办专业合作社 57 个，

组建产业党支部 37个、精准扶贫联合体 52个，形成支部引领方向、新型主体带动致富、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