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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良明 王李佳

三国时期，蜀国在此设雎水关，距

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国春社·雎水踩桥已传

承200余年。

近年来，四川省历史名镇——绵阳

市安州区雎水镇建强党组织堡垒，围绕

“工业强镇、三产共兴”的发展思路，镇

域经济持续做大做强，焕发出勃勃生机。

2022年度，雎水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占全区的23.91%，今年1月至10月，全

镇工业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达82.29亿元。2022年，“数

字枫香”入选四川省第二批数字乡村建

设典型案例，雎水镇被评为绵阳市乡村

振兴先进镇。

夯实组织堡垒 铸就发展原动力

今年以来，雎水镇紧紧围绕绵阳

市确定的工业乡镇抓经济发展试点，

不断建强党组织堡垒，推动组织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成立抓经济发展激励试点专班，建

立定期分析研判和专题研究制度，解决

阻碍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12个。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本地企业家参与

研究制定《雎水镇抓经济发展激励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科学建立可量化、可操

作的考评激励体系，成立政策宣讲小

组，完善联系服务企业制度。

充分依靠本土企业家、在外成功

人士、镇村干部和乡贤开展联合招商，

试点以来，共招引瑞磊矿业、山居日

子、安驿半山营地等10个项目，总投资

6.45亿元。落实“一机制一流程一系

统”机制，强化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服

务，明宏恒源公司储能系统生产线、枫

香伴山营地等10个项目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4.71亿元。加快培育产业生态主

导型企业、主链企业，助力银河化工、环

龙纸业、华意达化工、沸泉矿泉水公司

等企业技改升级，壮大规模。完成“个

转企”122家、主辅分离92家。女娲建

材成功入选四川省绿色工厂，环龙纸业

获评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银河化

学获评四川省第九批院士（专家）工作

站。据统计，截至目前，全镇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达 82.29 亿元，工业投资

3.5873亿元。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依托人大代

表联络站和政协联络组，组织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开展营商环境调研视察。今年

以来，先后开展企业项目推进、营商环

境服务等专题调研视察4次，深入辖区

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经营主体32家，收集关于用工、用地、

资金需求、厂社关系等意见建议15条，

并通过代表委员建议的方式反馈至政

府及办事部门督促办理，目前已办结

11条，有力促进了镇域经济发展。

强化组织协调保障，全力以赴抢抓

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川青铁路安州站主

体建筑已进入收尾阶段，站前广场及其

他附属设施已基本完工，安置小区、汽

车客运站、S216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发挥“头雁”引领 增强发展凝聚力

在工业强镇的基础上，近年来，雎

水镇选优配强村、社两级党组织带头

人，实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全覆盖培

训，以片区“大党委”建设为重点，筑牢

村级片区高质量发展根基。今年以来，

雎水镇共开展党员全覆盖培训班次8期，

培训党员1347人次，发展35周岁以下

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7人。

实行机关干部包村（社区）制度，加

大后备干部培养力度，深化“四合工作

法”驻村工作机制及“三融三结三比”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驻村工作经验，持续强

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作用。实

行“清单制”“定期通报制”，通过村级党

组织负责人抓党建工作述职，晒工作、

亮业绩、找短板，在提高镇村两级班子

履职能力的同时，及时掌握村级发展和

队伍建设情况，推动各项常态化工作紧

密有序开展，促进基层党组织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

2022年，雎水镇枫香村充分发挥

“头雁”作用，探索“乡村产业运营官”模

式，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模式解决了乡村资源“谁买单”、乡村

发展“卖什么”、乡村旅游口碑“怎么树”

三大问题，“数字枫香”运营平台通过吸

纳社会资本参与，用“市场化+数字化”

方式，实现乡村资源盘活重塑、赋能提

效。目前，已累计吸引各类投资商到村

投资考察107余人次，落地农旅企业

5家，吸引投资900余万元，吸引到村游

客3000余人次，带动特色水产、特色研

学、乡村旅居等产业创收200余万元，

环比增长450%，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20万元，全村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带

动新增就业人数约200人，吸引回乡创

业人员增长50%，与安州区内外共6个

社区共建线上农特产品、旅游服务、用

工信息共享平台。枫香村“两委”班子

与驻村工作队一线服务群众、群众热情

参与乡村治理的互融共生局面更加彰

显。“数字枫香”入选四川省第二批数字

乡村建设典型案例。

积极招才引智 再创名镇发展速度

近年来，睢水镇充分发挥党组织引

领作用，积极搭建人才发展平台。截至

目前，已选派4名干部到省市部门挂职

锻炼，争取2名博士研究生、5名硕士研

究生到村任职，协助工业企业引进经营

管理、专业技术型等各方面人才455人，

推动辖区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

500余人，努力形成全员参与经济建

设、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

发挥流动党支部作用，建立在外流

动人士信息台账，常态化对接驻广州市

和成都市雎水籍成功人士，先后动员

11名在外优秀人士返乡创业，吸引投资

120余万元，带动村民增收2万余元。

展望未来，睢水镇相关负责人说：

“将加快稻渔综合种养现代农业园区提档

升级，积极争创省级农业园区，建成高标准

农田1.4余万亩，发展柑橘、葡萄、青脆李

等特色水果6000余亩，佛手、川芎、附子

等特色中药材1万余亩，油菜、水稻、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2.8万余亩，推动村级产业

快速发展。加大农文旅商融合力度，打响

白水湖鲈鱼、碧荷汇、皇帽山等本地特色

品牌，做好五彩魔芋制作及雎水酒酿制

技艺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沙汀红色

文化传承保护，促进辖区10余家星级农

家乐和网红民宿提升‘品质消费’，实现以

农文旅大发展聚人气、汇商气、促消费。”

特别报道

党建创新推动历史名镇焕发勃勃生机
四川绵阳市安州区雎水镇建强党组织堡垒，围绕“工业强镇、三产共兴”发展思路，

持续做大做强镇域经济。今年1月至10月，全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82.29亿元
本报讯 近年来，“四好农村

公路”全国示范县——安徽省合

肥市肥西县紧紧围绕“四好农村

路+融合发展”主题，统筹“建好、

管好、护好、运营好”一体化推进，

在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各项建

设的同时，积极推进“交邮融合”，

打通乡村快递物流堵点，促进城货

下乡、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

户的良性互动，全力打造出公共交

通出行服务的“肥西样本”。

肥西县坚持“绿色发展、交通

先行”理念，累计完成农村道路畅

通工程和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

程等农村公路建设里程达2700

公里。“县县相通、镇镇相连、村

村相接、户户相交”的农村公路

网日趋完善，交通助推乡村振兴

的基础性、服务性、先导性作用进

一步凸显。

为破解乡村快递物流体系不

够健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等问

题，肥西县积极推进“交邮融合”，

全力推动农村物流资源融合发

展，依托县、乡公交站，完善县乡

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利用

公交班线将快递件捎带到乡镇寄

递物流共配中心、分配到村级服务

点，统筹解决群众出行、物流配送、

邮件寄递等问题，修好“互联网+”

时代的“富民路”。同时，立足公

交“村村通”，逐步推动快递“搭

乘”公交车直接进村，畅通农产品

销售、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下

行通道，进一步提高投递效率、降

低末端成本，提升农村客运综合

效益，促进农产品、农村生产生活

物资等高效便捷流通。农村公交

转向“客货邮”融合发展，通过快

递进村、农产品进城的“双进”模

式，让农村客运提供更丰富更优

质的服务，不仅打通了农村寄递

“最后一公里”，也为农村客运发

展蹚出新路。 （沈小明）

□ 武艳杰

近年来，福建省寿宁县创新活用科

技特派员制度，健全“三个三”工作机

制，即建强三个阵地、建立三个机制、推

行三种模式，引领广大科技特派员贴近

实际、贴近基层，把科学技术从书本带

到“田埂”中，把论文“写”在“寿宁大地”

上，为推动寿宁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建强三个阵地 握指成拳“强合力”

建立科技特派员工作总站。寿宁

县统筹科技、农业农村等资源，依托县

农科所，2020年投入资金700多万元，

建成占地约35亩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总

站，14个乡镇分设科技特派员工作分

站，设立蔬菜、特色水果、中药材、牡丹、

中药材等6个特色产业品种园。同时，

建立健全值班制度，每天选派3~5名

科技特派员到总站值班，现场解答农户

咨询。2020年10月，科技特派员工作

总站建成投入以来，共选派省、市、县三

级科技特派员417人次，团队科技特派

员 28人，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1250 多

件，统筹协调解决乡村产业发展问题

2930多件。

成立科技特派员临时党支部。寿

宁县大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探索

“党建+科技特派员”模式，将41名党员

科技特派员纳入党组织管理，成立科技

特派员临时党支部，下设茶叶、粮食、果

蔬、林下经济、畜牧水产、经济及乡村服

务等6个党小组，实行党员分片、挂村、

连户“一对一”服务，开展各类为民服务

18200多人次。

搭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寿宁

县以人才及创新为抓手，积极发挥科技

特派员“红娘”效应，引进“土专家”“田

秀才”“田埂青年”和“电商精英”等各类

人才，形成智慧集群、增收致富的“人才

联盟”，通过推行组织共建、干部共培、

工作共商、资源共享、人才共用、活动共

办“六共模式”，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人才、技术、智力和创新支撑。

建立三个机制 人才下沉“增动能”

寿宁县不断创新完善科技特派员

选派、考核管理、激励保障等机制，推动

人才下沉。

摸清需求“选”人才。根据乡镇产

业布局、科技特派员的专长及企业、农

户的需求，突出“订单”选派，建立“按需

选派、统筹安排”机制，有力实现科技服

务寿宁县行政村全覆盖。

建立档案“管”人才。根据农村产

业发展所需，围绕宁德市“8+1”和寿宁

县“1+4”特色产业，挖掘“土专家”“田

秀才”等，将其纳入科技特派员队伍，建

立人员档案并跟踪管理。

强化保障“爱”人才。强化人才政

策导向带动作用，建立健全用才、爱才

保障机制。开通职称职务晋升特殊通

道，打破科技特派员职称职务晋升瓶

颈，实行科技特派员特岗聘用。同时，

加大科技特派员评优评先倾斜，优先推

荐科技特派员参加省市劳动模范、三八

红旗手、先进工作者等评选活动，有效

激发科技特派员工作积极性。

推行三种模式 服务“三农”促发展

寿宁县坚持面向农村一线，聚焦

基层基础服务，发挥科技资源优势，打

造乡村特色产业，有力促进农村特色

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依托“乡村课堂+田间学校”模式

做给农民看。整合人社、农业农村、组

织部等县直部门的“再就业”“农技推

广体系”“阳光雨露”等人才培训等项

目，带领群众深入“田间学校”，对群众

进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培养

一批批种植高手、养殖能人、电商“大

咖”等“田秀才”“土专家”。3年来，共

开展线上线下课堂191期，培训13200

多人次。

开展“我+1”挂钩帮扶模式领着农

民干。组织科技特派员挂钩帮扶一户

贫困户、一个产业薄弱村、一个农业项

目、一个农业基地、一个农业龙头企业

等，亲自示范引导，领着服务对象一起

干。近年来，寿宁全县共建立正农硒

锌、众享农业等各类示范基地136家。

实施省市县三级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

目36个，补助资金共计549万元，带动

寿宁县287家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发展，帮扶农户7008户、26438人。

挂钩帮扶产业薄弱村20个，乡村振兴

示范村10个。

以“公司（平台、协会）+合作社+农

户”模式带着农民赚。科技特派员在

指导寿宁县农民引进新品种、推广新

技术的同时，从种植生产、品牌培育、

市场营销、带动推广等方面跟踪服务

项目，点对点传授技术和经营管理经

验，精心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抓好质量提升。同时，

依托“一品牌两产业”（“下乡的味道”

品牌和茶产业、硒锌产业）的辐射带

动，推动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结成

利益共同体，帮助服务对象增收

6640.2万元。

创新活用“科特派”服务“三农”促发展
福建寿宁县健全“三个三”工作机制，引领广大科技特派员贴近实际、贴近基层，

发挥科技资源优势，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肥西：建“四好农村路”促“客货邮”融合发展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近年来，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全

力抢抓国家沿边开发开放和固边

兴边富民等战略机遇，将发展电

商产业作为走好产业兴边、产业富

民之路的有力举措，高标准、高效

率、高质量推动落实，全力打造

边陲北疆电子商务产业示范县。

打造“一中心、四体系”，筑牢

电商产业发展基础。成功争取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等政策支持，以全省第二名的成

绩顺利通过中期绩效评价，打造

电商“一中心、四体系”，即县域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县乡村三

级物流配送体系、农产品进城公

共服务体系、工业品下乡流通服

务体系和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

系。开通5条线路，以货运班车模

式定时、定点、定线每日往返、双

向运输，日均配送量达到3000

件，实现乡镇村屯快递、物流“当

日达”配送目标。成功获批全省

首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示范县，

6个县乡商贸中心实现城乡一体

化连锁经营，平均供货价格降低

5%，打造了一条边境地区的兴边

线、富民线、团结线。

发挥“政策+人才”作用，搭建

电商产业兴边平台。对入驻园区

电商创业者给予“四免四支持”服

务（免费电商培训、免费技术服

务、免费宣传展示、免收水电网

费，助业贷款支持、推广补贴支

持、销售奖励支持、品牌建设支

持），孵化企业10家。招引浙江

义乌等地电商专业人才9名，实施

“全民电商人才培养工程”，成为

黑河市首个在职业技术学校开设

电商专业、全省唯一依靠自有师

资开展电商培训的县。逊克县电

商从业人员从 1000 余人增至

5500余人，带动全县网商经营主

体由200家增至2492家。

突出“创意设计+品牌营销”

带动，走出电商产业富民新路。

擦亮“红玛瑙之乡”“中国天然氧

吧”“北国雾凇之都”等靓丽名片，

结合创意设计，整合农林山特产

品、玛瑙产品、鄂伦春工艺品及俄

罗斯食品三大类200余种商品，

委托专业设计公司进行品牌标识

和包装设计。打造县域公共品牌

“北纬49”，将商标注册品类和品

种由三大类35种增加到五大类

812种，进行集中打造、统一推广，

2021年“北纬49”荣获全球互联

网经济大会最具投资价值区域公

用品牌。积极组织参加中俄经贸

洽谈会、哈洽会、农博会等展会，

在淘宝、京东等平台开设网店

400余家，打造乡镇直播间6处，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带动

农民持续增收。

逊克：发展电商产业打造兴边富民新模式

本报讯 近年来，贵州省铜

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结合

“2+N”产业发展定位，从实际出

发积极探索，采取“六个一批”方

式，实现应盘尽盘、分类处置，有

效盘活现有资源，确保资产不闲

置，有力有效推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

2018年，印江县采取“飞地”

模式在沙子坡镇桂花村投入资

金50万元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全

村有 469 户 1749 人入股加入，

2022年实现年收益5.5万元，可

持续收入20年以上，惠及全村

农户。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盘活闲置资产，今年以

来，印江县沙子坡镇红星村采取

“村集体经济组织+养殖大户+脱

贫户（监测户）”发展模式，将闲

置养猪场改建，实施肉牛养殖场

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长期

带动本村监测户和在家群众就

近务工增收。项目所得利润的

80%用于全村突发严重困难的脱

贫人口、监测户分红，或为其安

排村级公益性岗位，20%用于乡

村治理建设。

印江县中兴街道距县城仅

7公里，位于中兴街道杨家坪村的

红星院子便凭借便利的交通和区

位优势，搭上了“乡村旅游”快车。

据了解，红星院子是因生源

减少而闲置下来的校舍。近年

来，印江县统一部署，盘活用好公

有资产，及时处理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问

题，通过充实办公用房、出租、公

益性改建等方式全面盘活闲置公

有资产。

在该政策支持下，杨家坪村

总投资为240万元的民族特色村

寨项目建设落地，项目落地后便

积极对外寻求企业入驻。在当

地干部多方奔走、四处协调下，

闲置校舍变成集餐饮、民宿、旅

游于一体的农家乐—红星院

子。红星院子采取“集体经济＋

公司”“项目资金＋社会资本”的

经营模式，于今年7月1日投入

试运营，不仅让村集体经济得到

发展，还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

增收。

这只是印江县盘活闲置资产

的又一举措。“下一步，我们将进

一步整合利用闲置校舍、厂房、荒

地等资源，积极推进资源变资产，

将‘空、破、闲’打造成宜居、宜业、

和美的农村新貌。”中兴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今年印江县共排查

出低效闲置扶贫项目资产68个，

已盘活项目53个，正在盘活项目

15个。 （蔡 茜）

印江：盘活闲置资产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

日前在四川省绵阳市公共实训基地，参加网络（含销售）直播项目的选手正在做直播准备。 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