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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角色做好帮促工作 

束锦 

2022年 4月，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乡村振兴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省市委驻县（市、区）乡

村振兴（帮促）工作队员选派工作的通知》，这意味着新一届帮促工作队员的选派工作正式启动。接下来，将有 24

个省派工作队共 238 名队员奔赴 12 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促县（区）和 12 个乡村振兴任务相对较重的县（市、

区），开展为期 2年的乡村振兴帮促工作。如何尽快转换工作角色，当好乡村振兴帮促工作队员，笔者认为，要做到

六个有机结合。 

做到业务学习培训和实地调查研究有机结合。 

向经济薄弱地区和重点地区选派帮扶（促）工作队是我省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领域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已经坚持了 29

年，选派了 22届。实践表明，各单位选派的干部政治素质较好、工作能力较强，但省派队员大多缺乏在乡镇和农村工作的实际

经验，因此，对新一届工作队员进行涉农政策培训是历届工作队组建后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集中培训和集体学习等方式，

能够促使工作队员尽快了解和掌握中央和省、市、县关于乡村振兴的有关决策部署和任务要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派驻伊始，工作队员还应通过座谈访谈、走村入户等方式开展实地调研，全面了解所在乡镇和有关村居的基本情况。只有既

吃透了相关文件精神，又充分了解派驻地区实际情况，才能够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普遍性与各地开展乡村振兴实践的特殊性

结合起来，从而为推动派驻地区乡村振兴事业开出合适的“药方”。 

做到外来力量推动和激发内生动力有机结合。 

就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来源而言，派驻地的各级党委、政府，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广大农民是推动当地乡村振兴

的内生力量，而帮促工作队属于外来力量。诚然，工作队员在工作层级及后方单位资源方面具有特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一定要

通过与地方治理主体融合，才能够切实转化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力量。譬如：在产业规划上，要根据所在

县（市、区）、乡镇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加以谋划引导；在文化振兴上，要充分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在人才振兴

上，要注重从当地乡贤、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中物色培养乡村振兴本土人才；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

用；在乡村治理中，要充分依托当地党员干部在熟人社会的地缘人缘优势等等。总之，队员们只有做到既撸起袖子又俯下身子，

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将两股力量融汇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做到一线艰苦奋斗和调动后方资源有机结合。 

作为我省“五方挂钩”成员单位的派出人员，工作队员的“娘家”是各后方单位，后方单位是队员的坚强依靠。到基层工

作、到农村工作，当然离不开工作队员的艰苦奋斗，但这种艰苦奋斗不能是“单打独斗”，而是要通过队员与后方单位经常性的

沟通协调，让后方单位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队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工作开展情况，根据派驻地区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当地群众的

实际需要，尽力争取后方单位在资金、政策、项目、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实际上，充分发挥“五方挂钩”工作协调小组

成员单位的职能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正是我省“五方挂钩”帮扶（促）工作机制的特色和要义所在。实践表明，能否

充分调动后方单位的优势资源向派驻地区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队员的沟通协调工作是否到位，这正是队员们需要努力且

可以努力的方向。 

做到个人履职尽责和形成整体合力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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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员来自省内各个不同的单位，包括省（部）直单位、苏南县市、高校院所和各类企业，每个人的专业背景、工作岗位、

技术特长不尽相同、各有所长，通过选派汇聚到工作队，应当做到各尽其能、通力配合，在工作队内部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形成

工作队整体合力的最大化。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每个队员的后方单位所在的区位不同、隶属的条线也不同，具有不同的职能优

势。譬如：高等学校具有开展教育帮促的基础，苏南县市具有提供资金技术方面的条件，交通水利通讯部门具有协调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便利，部属省属企业具有产业帮促方面的潜能，科研院所具有提供智力支持方面的优势，等等。工作队员和各后方单位

既要着重对挂钩乡镇和村居进行帮促，又要拓宽视野打开格局，让各类优势资源要素在工作队内部进行优化组合，使工作队能够

对派驻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事业等进行统筹谋划，尽力实现帮促效果的最大化。 

做到服务基层发展和锤炼干部能力有机结合。 

协助派驻地党委政府，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派驻地区重点抓好基层党建、乡村发展、乡村

建设和乡村治理等工作是工作队和工作队员的主要职责。说到底，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工作队员到基层开展乡村振兴帮促工作，

实际上就是服务基层群众、助力基层发展，要摆正心态、甘于奉献，不能患得患失、急功近利。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下派到基

层开展帮促工作是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重要平台。工作队员要珍惜在基层工作的难得机会，注重在日常工作中涵养自身的政治

素养，增强自身的党性修养，提升自身的能力水平。队员们既要立志改变乡村的面貌，也要通过有意识的自我锤炼，在基层干事

创业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为今后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做到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果和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奋力推进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在全国脱贫攻坚战中提交了一份高质量的江苏答卷，我省具备率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诸

多有利条件。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和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而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际上，与往年选派“帮扶工作队”不同，今年选派的是“帮促工作队”，由“帮扶”到“帮促”，虽然只

有一字之差，实际上蕴含了工作主题和任务的变化，“帮促”即“帮助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因此，工作队和工

作队员要在日常工作中将“帮”和“促”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探索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

增收和经济薄弱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另一方面要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战略方针和省委、省政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工作部署，以加快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等全面振兴为工作重点，协助派驻地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在绘就江苏乡村振兴的秀美画卷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