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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增强服务动能 助推乡村振兴

2021 年 7 月，青海省委组织
部向 1716 个脱贫村、 易地搬迁
村（点）、 乡村振兴重点村选派
5221 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通过“严格精准选派、优化岗
前培训、加强日常管理、搭建干
事舞台、用好评价机制、落实关
爱措施”等全链条建设，确保驻
村干部选得优、留得住、干得好。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磨砺， 村级
“领头雁” 队伍成为巩固脱贫成
果、引领乡村振兴的先锋，一大
批年富力强的干部也在乡村振
兴第一线得到成长。

严格选用培训

走进西宁市湟中区上五庄
镇包勒村，游客服务中心正抓紧
装修。“去年村里探索发展露营
业态，效益很好，今年我们提前
谋划，为更多游客的到来做好准
备。 ”来自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的驻村第一书记雷保森干劲
满满。 从 2021 年 7 月主动申请
驻村，到现在已经成为“包勒村
人”， 雷保森越干越有心得，“以
前我从事过乡村旅游规划和市
场推广工作，如今能把自己的所
学所想运用到乡村振兴一线，是
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

“在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因
村选派、 人岗相适的原则基础

上，我们对选派条件、推荐申报
程序等严格规范，由派出单位组
织（人事）部门提出人选，同级党
委组织部门会同农办和政府农
业农村、 乡村振兴部门备案审
核，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
关、作风关、廉洁关，充分考虑年
龄、专业、经历等因素，确保选优
派强。 ”青海省委组织部组织二
处副处长王宗礼介绍，“各地各
单位选派的 1716 名第一书记
中 ，45 岁以下的占总人数的
47.4%， 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到
70%， 科级以上干部和中级以上
职称专技人员占 87.5%， 年龄结
构更加优化，学历和专业技术水
平更高。 ”

选人只是第一步， 培训更
要跟得上。 青海省通过“课堂+
实践”“党性+业务”相结合的方
式， 对全省驻村干部进行全覆
盖轮训， 帮助驻村干部不断提
高能力。

“培训中，既有省内外专家
提供理论教学和案例分析，又有
在省内乡村振兴示范点进行的
现场教学，还有专业人员讲解金
融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既充
实了我们对政策背景和基本理
论的认知，也启发了我们对具体
实践路径的思考。 ”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大庄乡台集村驻村第
一书记王斌云说。

加强实践锻炼

春到祁连，乍暖还寒。 调研
完全村近期的牛羊销售情况后，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
多玉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海山难
掩兴奋，急忙跑回村里，与村党
支部书记仁青加商议村集体牛
羊养殖产业扩大规模的事。

“去年，我和派出单位青海
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努
力， 开展了牛羊肉帮扶助销工
作，累计解决了 26.9 吨牛羊肉的
销售难题， 销售金额达 192.1 万
元，牧民平均增收 6500 元。 ”王
海山说着，翻看起微信中一条条
交易成功的信息。

一年多来， 从高寒缺氧的三
江源头，到水草丰美的祁连深处，
再到沟壑纵横的河湟谷地， 全省
5221 名驻村干部，深入挖掘特色
优势和资源禀赋， 配合村两委大
力发展种植养殖业、传统手工业、
乡村旅游业等， 推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 截至今年 2 月， 全省
4149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益达
9.1 亿元， 村均 21.9 万元， 共有
2660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年收益
达 10万元以上，占比达到 64.1%。

干部干在一线，考察搬到一
线。“为了实时跟踪、准确掌握和
评价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绩，我

们出台政策，每年年底或翌年年
初，由县级党委组织部门会同乡
镇党委和政府， 采取工作述职、
民主测评、实地查看、走访群众
等形式，对驻村干部德、能、勤、
绩、 廉方面的具体表现进行考
核、确定等次，获评‘优秀’等次
的， 派出单位在干部选拔任用、
职级晋升、评聘职称、表彰先进
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王宗
礼介绍，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
2021 年以来选派的驻村干部中，
已有 301 人因推动乡村振兴实
绩突出得到提拔任用，占选派干
部总数的 5.8%。

严管厚爱并举

在克其合滩草原， 临近中
午，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荷日恒村第一书记洛加
忙完工作， 开车去往县政府食
堂。“简单的家常饭菜，暖胃更暖
心。 ”眼前的面片冒着腾腾热气，
洛加感触颇深，“刚开始驻村，虽
然住在镇政府安排的宿舍，但没
有固定的食堂就餐，每天为上哪
儿吃饭没少犯愁，后来在县乡政
府的协调下，我们办了县政府食
堂的就餐卡，用餐很方便。 ”

青海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氧，
遥远的路途、恶劣的气候成为挑
战和考验。“为保障驻村干部身

心健康，我们要求派出单位每年
定期组织驻村干部进行健康体
检，强化人文关怀，建立谈话制
度， 及时纾解驻村干部心理压
力，同时围绕驻村干部在生活方
面的困难， 加大联系协调力度，
帮助解决后顾之忧。 ”青海省委
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说。

关怀是爱，严管也是爱。 为
切实管好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青海省委组织部细化完
善工作例会制度、 驻村日志制
度、日常考勤制度、请假报备制
度、定期培训制度、承诺报告制
度等 6 项管理制度，全面建立驻
村干部平时考核、 年度考核、期
满考核制度，开发使用全省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信息管理系
统，精准了解掌握驻村干部在岗
履职、 管理服务和政策落实情
况，推动驻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一
线认真履职、担当尽责。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加强
日常管理、教育实践、保障激励、
关心关爱等方面，不断健全常态
化驻村工作机制，持续激发广大
驻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推动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用心用情
用力干好工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
持。 ”青海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

（据《人民日报》）

� �“近两年来，通过入
户走访，我跑遍

了全村所有的农户， 讲政
策、听心声、问需求、解难
题、话发展……一声声‘小
张书记’， 承载着乡亲们热
忱的期盼、 厚重的信任，也
让我这棵‘小苗’，在大山深
处的亚秀麻村，汲取最宝贵
的养分， 找到最温暖的依
托。 ”翻开中国联通青海分
公司驻刚察县亚秀麻村乡
村振兴帮扶干部张慧洁的
驻村笔记， 扉页上的这段
话，格外动情，作为青海省
驻村干部中的一员，她的话
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 � 为进一步加大消费帮扶力
度， 帮助脱贫地区解决农产品
滞销卖难问题， 有效扩大农产
品销售规模， 增加农民群众收
入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2
月， 国家乡村振兴局广泛动员
中西部省份、东部协作地区、有
关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和电商平
台企业等力量开展了“消费帮
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

中西部 22 省（区、市）乡村

振兴局精心组织， 对脱贫地区
农产品的生产、 滞销等情况进
行摸排， 梳理汇总形成清单目
录， 做好农产品销售组织服务
工作，积极与东部协作地区、有
关中央定点帮扶单位、 电商平
台企业等帮扶主体对接， 强化
农产品质量管控， 保障集中行
动有力有序推进实施。 东部 8
省（市）东西部协作部门充分利
用协作帮扶机制， 创新工作方

法，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指导
承担帮扶任务的市县与西部协
作地区精准对接， 动员机关单
位、 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采购
脱贫地区滞销农产品， 建立稳
定的产销对接关系。 教育部、中
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国资委等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牵头部门结
合本系统本领域特点， 积极谋
划了一批各具特色、 亮点纷呈
的消费帮扶活动， 组织有关中

央单位通过联采互采、 线上采
购、发放购物券、积分兑换等方
式，积极采购脱贫地区农产品。
电商平台企业充分发挥资金、
技术、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依托
直播带货、公益助销等方式，加
大脱贫地区滞销农产品促销力
度， 持续扩大滞销农产品销售
规模。

集中行动开展以来， 各方
主动作为、协同配合，取得显著

成效， 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规
模显著提升， 农产品滞销情况
得到改善。 据统计，集中行动期
间， 中西部脱贫地区共销售农
产品 372.3 万吨，销售额超 900
亿元。 其中，东部协作地区、有
关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和电商平
台企业分别帮助销售脱贫地区
农产品 83.5 亿元 、23.3 亿元 、
62.5 亿元。

（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