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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手抓农村党建，一手
抓脱贫攻坚，在帮扶村建立党建
工作长效机制，重点解决帮扶村
发展的环境营造、正能量积聚、村
党员干部素质提升问题，打造以
街长制为核心的农村基础设施长
效管护机制。从源头解决农村基
础设施、环境卫生无人过问以及
管理的顽疾，建立以人才培养培
训、风险控制、精细化管理为核心
的产业项目长效发展机制，实现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扶贫资
产监管体系，推动实施产业项目
股权混改，实现扶贫资产的安全
监管与保值增值。”这是15个月以
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委副书
记、山亭区“省派第一书记”党支
部书记李晓，对乡村振兴长效机
制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2017年2月，山东省从210家
省直单位和部分中央驻鲁单位选
派612名“第一书记”，安排在7个
市的28个县（市、区）的帮扶村，力
促脱贫攻坚。力争用两年时间，
实现“五个明显”目标：一是村党
支部战斗力明显提高，二是脱贫
致富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三是
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四
是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基层
基础保障明显加强。

山亭区地处山东省南部、枣
庄市东北部，总面积1018平方公
里，辖9镇、1处街道，276个行政
村（居），人口52万。随着“省派第
一书记”们的走马上任，山亭区17
个帮扶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
村党建建章立制、产业扶贫卓有
成效。

农村党建
奠定制度基础
在李晓看来，农村党建工作

对村庄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应
主要解决村庄发展“环境”和

“人”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帮扶
村村级管理制度体系至关重

要。”据介绍，按照支部的统一安
排和部署，17 个帮扶村在“省派
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已建立起涵
盖村级党建工作制度、议事制
度、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
度、会议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党
风廉政建设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等八个方面的村级管理制度体
系，为党建和扶贫工作开展奠定
了制度基础。

陈兆军是中国动物卫生与流
行病学中心派驻山亭区徐庄镇
红石嘴村的“省派第一书记”。
在他到任之前，该村集体经济薄
弱，干部坐班制度落实不好；群
众思想观念比较陈旧，缺少能人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基层党支部是政策落实的
最末端，是党建工作的最前沿。
村党支部的工作如何，直接影响
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陈兆军驻
村伊始，采用定规矩、立制度，

“走出去”“请进来”，召开村庄发
展论坛献计献策等方法，逐渐使

“村委班子聚起来，干群关系顺
起来，村庄产业建起来，村民集
体富起来”。

在定规矩方面，红石嘴村从
制度建设入手，制定了村级财务
管理、议事规则、学习、干部坐班
等制度，围绕项目建设成立竞争
谈判小组和监督管理小组，并发

挥老党员、老干部、退休教师的
作用，让他们积极参与村庄建设
与管理。

在“走出去”“请进来”方面，
该村先后组织村干部到新泰市外
峪村、枣庄市孟庄镇大郭庄村、临
沂费县梁邱镇，滕州市大坞镇、济
南市章丘区管庄街道、山亭区涝
岭村、温庄村、白龙湾村等村庄考
察学习果树种植、美丽乡村建设、
特种养殖、扶贫车间等，让村两委
班子发现村庄发展差距，学习治
理经验。通过结对交流，提升了
村两委班子工作水平。

在产业发展方面，红石嘴村
邀请在外上班、经商的成功人士
回乡召开村庄发展论坛，为村庄
发展献计献策；召开红石嘴村巾
帼创业座谈会，让留守妇女参与
到村庄建设中来。“通过座谈会，
我们了解到部分妇女有发展电
商的意愿，于是积极扶持成立了
电商合作社”。

据陈兆军介绍，2017 年，该
村累计销售农产品30余万元，为
村集体上交扶贫基金1万余元；
帮助贫困户销售大樱桃、杏子等
农产品近5万元。2018年，电商
合作社已成为当地物流集散点，
顺丰快递、邮政EMS均已入驻，
村民在家门口就可把自产的水
果发往全国各地。

产业扶贫
成为源头活水
谈到产业扶贫，李晓认为，产

业扶贫项目应注重长效发展、风
险控制与有效监管，着力建设和
打造长效发展机制。

截至目前，17个帮扶村因地
制宜，已建立了扶贫车间、农机合
作社、冷库、农业综合生态园、高
效生态大棚种植、光伏、投资入股
优秀企业等多种产业扶贫模式，
并显现较强的辐射、带动和示范
作用。

作为枣庄学院派驻山亭区徐
庄镇峨子山村的“省派第一书
记”，郭传鑫针对该村人均土地
少、农业产出低，青壮劳力外出打
工、留守妇女致富无门的现实，一
手抓调研走访，摸清村情民意，找
准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一
手抓思路完善，借鉴第二轮驻村
帮扶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

“以党建工作为核心，带动产业扶
贫、壮大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工作
思路。

峨子山村把发展“来料加工”
作为解决劳动力就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先后组织村

“两委”及党员干部赴青岛胶州、
浙江义乌等地考察学习，完成了

《山亭区徐庄镇峨子山村扶贫车
间可行性报告》，并与浙江标速贸
易有限公司结上“远亲”，签订了
合作协议，引进了箱包生产线。
该扶贫车间运行至今，已为村集
体增收6万元。

“通过扶贫车间项目建设，实
现了村庄发展由输血到造血的转
变，有效解决了贫困户脱贫和群
众就业，为村级发展留下了源头
活水，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实
力。”郭传鑫说。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山东
省经信委派驻山亭区桑村镇玉子
村的“省派第一书记”刘义江，结
合该村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等条
件，走出了一条发展特色产业促
进帮扶村脱贫致富的路子。

该村利用“省派第一书记”40
万元扶贫资金，依托樱桃合作社，
建设高标准大棚种植草莓走生态
采摘之路。项目确定后，通过招
投标建起3个高标准大棚，引进先
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实施绿色有
机栽培。由于项目选择符合实
际，准备工作充足，大棚草莓长势
好、品质优，吸引滕州、山亭远近
各方纷至沓来，成了远近闻名的
生态采摘亮点。当年即喜获丰
收，为村集体和贫困户增收5万
元，种植户也获得了可观收益。

同时，该村结合山东省水系治
理项目，对采摘园升级改造，在
200亩樱桃园、15亩大棚草莓基础
上，建设750米葡萄长廊、60亩葡
萄园，改造500米河道，打造招商
引资平台。并引来山东金驰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进驻，确定以玉
子山村扶贫项目为基础，投资
1000万元，打造集绿色采摘、生态
餐厅、儿童游乐园、湿地景观、生态
休闲体验为一体的高效生态园。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和群
众带来直接收益近20万元。

在刘义江的心目中，一个集
生态采摘、旅游娱乐、休闲体验为
一体的高效生态产业园即将镶嵌
在玉子村的山水之间，为该村的
脱贫致富插上腾飞的翅膀。

一手抓农村党建 一手抓脱贫攻坚

枣庄市山亭区“省派第一书记”力促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楚贵峰

2018年 5月 10日，中国品牌
日之际，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河套农产品品牌战略”在纽约
时代广场和中国上海同时亮相，
向世界宣布：“河套农产，献给世
界的友好食物。”巴彦淖尔河套农
产品品牌战略开创了高端生态农
业新纪元，不仅要让好产品卖上
好价钱，而且带动了全区绿色有
机高端农牧业的发展，让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响应中国品牌日 品牌
打造正当时

国务院将每年5月10日设立
为“中国品牌日”，坚持创新品牌培

育的方式方法。河套农产品品牌
战略正是巴彦淖尔市响应今年中
国品牌日倡导“中国品牌 世界共
享”的核心理念，建设河套农产品
品牌，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巴彦淖尔地处北纬40度农作
物种植黄金带上，是国家重要的
商品粮油生产基地，日照时间长，
全年日照平均时数3200—3400小
时，昼夜温差大。黄河流经该市，
河套灌区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
流引水灌区，素有“塞上江南”“塞
外粮仓”的美誉。

巴彦淖尔拥有大量品质上乘
的农畜产品。河套的“五项全能”
冠军小麦蛋白质、面筋含量高，粉

质指标、拉伸指标、沉降值指标优
良；我国每出口10桶番茄汁，就有
6桶来自巴彦淖尔；河套巴美肉羊
品种所含的各项营养元素指标普
遍高于普通羊肉，北京奥运会、上
海世博会等重要活动50%以上的
羊肉来自巴彦淖尔市。

因此，巴彦淖尔市将以绿色、
有机、高端农畜产品为主体，实施
区域品牌战略，真正实现农业资
源禀赋的市场价值。

产业升级 搭建品牌农
业大生态

区域品牌建设最大的核心是
产品质量的监控和把握。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巴彦淖尔市建立了
“1+N”服务体系。“1”是一个河套
区域公用品牌；“N”则涵盖农牧业

“四控”和农畜产品标准化体系、
追溯体系建设，以及授权使用、宣
传推广等多个部分。

巴彦淖尔市还将加大对粮商
企业、电商、物流等经营主体的引
进，大力推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
通过建立农业产业互联网生态，延
长产业链，将一、二、三产业相互融
合，使农产品增值，助力品牌崛起。

价值升级 品牌农业推
动产业升级

在河套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

战略中，巴彦淖尔市决心通过统
筹协调各部门、各级生产主体、品
牌经营者等，形成合力，带动产业
和企业品牌共同发展。

巴彦淖尔市河套农产品品牌
战略的打造，是一项贯穿了农牧民
增收、农牧业产业升级、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系统工程。未来，巴彦
淖尔市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要把巴彦淖尔
建设成为绿色产业集聚区、生态文
明示范区、乡村振兴样板区、对蒙
开放先行区、美好生活共享区，实
现“塞上江南 绿色崛起”，真正让
河套地区的农牧业更绿色，农牧民
更富裕，农牧区更美丽。（夏树）

巴彦淖尔：以品牌农业助推绿色崛起

店子镇店子村“省派第一书记”赵显伟
和村民一起种植大棚草莓

徐庄镇涝岭村“省派第一书记”宋建修创办的
服装加工扶贫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