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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时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近年来，涟水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目标要求，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勇担“申创国家级经开区，加快建成全国百强县”使命任务，坚持党的建设与乡村

振兴工作相融互动，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优势、把党的组织力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执行力，奋

力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夯实战斗堡垒，擦亮乡村振兴“最亮底色”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涟水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的耦合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带领群众、推

动经济发展的战斗堡垒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锻造头雁队伍。 

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村干部队伍专职化专业化建设，出台加强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十九条意见，

实行专职村干部入额管理“七步流程法”和“三岗二十一级”薪酬晋升机制，打破村干部晋升“天花板”，常态化选拔推荐优

秀村（社区）书记进入镇领导班子和公务员队伍，实施村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千人计划”，启动“乡村振兴领跑者”培育计划，

有效激发村干部工作激情。 

严密组织体系。 

出台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建设实施意见，分类制定农村、城市社区等 7个领域党支部建设标准，配置组织设置、组织生活、作

用发挥等 6项共性标准、N项个性要求，构建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化体系。实施村（社区）党组织分类定级管理，持续推进基层

党建网络与治理网格“双网融合”，在全县 979个“网格党支部”设立网格党建工作站，配置网格员、辅警、法律顾问等，打通

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实现基层党建融入社会治理各领域、全过程。 

激活振兴动力。 

实施“抓党建促‘双增’计划”，推广产业发展型、资产盘活型、“飞地”抱团型等壮大村集体经济“七种模式”，持续推

行“党支部+农业龙头企业”“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产业协会”等模式。截至2021年底，全县村集体平均收入达37.74

万元、增长 30%左右。紧盯组织振兴，创新“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多元做单”的“四单”机制，围绕政策宣讲、志

愿服务、精神文化、科技推广、知识普及等不同专题，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 

聚焦关键少数，锻造乡村振兴“最强战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

舞台。涟水县始终紧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任务，通过精挑细选、精准施训、精心培育，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三农”骨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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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政治标准，配强班子骨干。 

延伸拓展政治素质考察，着力强化镇街领导班子和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

坚持“合理搭配、优势互补”，以结构不断优化促进镇街领导班子整体功能不断提升。紧盯乡村人才短板弱项，明确将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工作实绩纳入换届考察重要内容，注重在乡村振兴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提拔重用“三农”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 71名，

择优选配“五方面人员”12名，镇领导班子中熟悉“三农”工作的干部比例提高至 91.2%，乡村振兴“一线作战部”功能更强、

结构更优。 

突出培养激励，提振队伍活力。 

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加强县域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专业能力精准化培训，努力提升干部

专业能力。近年来，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网上专题培训已实现科级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扶贫干部全覆盖。全面落实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政策措施，大力开展干部“暖心”计划，为冲锋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干部及时传递组织关怀。 

突出薪火相传，培优年轻干部。 

加大乡镇公务员招录力度，注重向涉农、经济、规划等专业型干部倾斜，持续提升乡镇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比例。过去三年共

招录 195 名乡镇公务员，占全县招录公务员总数的 51%。近年来，先后选派百余名乡镇年轻干部赴乡村振兴有关岗位墩苗历练，

全面掌握年轻干部有关情况，制定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配套措施。 

抓实重点工作，谱写乡村振兴“最美篇章” 

乡村振兴涉及农业农村的方方面面。涟水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为统揽，以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为目标，在全局中

谋划、在重点上攻坚，多项工作获得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强化项目攻坚，做优产业特色。 

坚决破除“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势，坚持以工业化理念为引领，以转方式调结构为重点，以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化种养

为支撑，大力发展特优高效种植、特种健康养殖、特色生态休闲现代高效农业，创成 2021 年中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

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芦笋设施栽培获批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红窑镇跻身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高沟镇

胡窑村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强化项目攻坚，做优产业特色。 

强化环境整治，扮靓乡村颜值。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农房改善项目 18 个，建成韩陈村、墩南村、法华村等 8

个绿美村庄、85个美丽宜居村庄，累计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5个、市级特色田园乡村 9个。涟水港二期等重点项目通航达效，

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获得全省 5A等次。统筹推进大气、土壤、水环境治理工作，大气污染防治综合考核全市第一，超

额完成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强化创新赋能，提升治理水平。 

鼓励基层在社会治理、集体增收、组织建设等方面探索创新。组建 263个村企党建结对，互派 367名党建联络员，构建村企

对接常态化推进机制，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创新开展“人口地图”工程，准确掌握辖区内人口数量、类别、实际居住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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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实现以房找人、查房知人。大力推动乡村治理“五治”工程，全力推进新一代雪亮技防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和水平。 

集聚人才资源，构建乡村振兴“最实支撑”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涟水立足县情实际，强化“一盘棋”思维，切准需求、笃定目标、创新机制，在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把关定向，下好“先手棋”。 

突出规划引领，贯彻党管人才原则，把乡村人才振兴纳入县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科学定位、系统谋划。推动形成党委统一

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乡村人才工作格局。强化考核驱动，把乡村人才振兴工

作纳入目标考核，纳入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坚持项目化管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引育并举，做大“基本盘”。 

启动实施“涟水乡贤人才回归工程”，动员、吸引更多乡贤人才回乡创新创业。围绕“做强产业、做精工艺、做大品牌”目

标，推进乡土人才“三带”行动，进一步做大做强优质食味稻米、青芦笋、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优势产业，先后培育省乡土

“三带”人才 31人，新申报省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 5个，新增创业项目 231个，带富群众 6万余人。积极向高校院所借智借力，

深化与高校院所对接交流，定向委培 13名省“定制村官”。 

优化服务，办好“关键事”。 

坚持“筑巢引凤”和“引凤筑巢”相结合，加快载体创建，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平台和舞台，构建乡村人才进入基层治理队

伍绿色通道，帮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工巧匠浮出水面，让乡村人才“香”起来。建立人才跟踪帮扶机制，为优秀乡村人才发

放“人才服务卡”，在人才创业融资、政策咨询、项目申报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提高人才的归属感和满意度，打造属于涟水自

己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