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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为了破解
村集体经济薄
弱，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难题，

丹东市充分发挥大梨树村
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培育
一批毛丰美式好干部 建设
一批大梨树式好村庄”为载
体，探索推广“党支部+合作
社+村集体+基地”的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由村
“两委”领办各类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同时，补齐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的短板，将一批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干部选派到农村一线。

仅两年时间，全市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超百万元
村达31个，超10万元村
达157个。

气温回暖，万物复苏。走进凤城
市大梨树村，映入眼帘的是，青瓦白
墙古朴的民居，远望山依依，近看水
潺潺，漫步桥上，如画的美景令人心
旷神怡。大梨树在老书记毛丰美的
带领下，在“干”字精神引领下，用30
年时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逐渐成为社会生产总值15.5亿元、村
集体纯收入2000万元的美丽乡村。

“要再干出若干个大梨树村！”
2017年7月，在丹东市委十二届七次
全会上丹东市委主要领导如是说。
当时，全市 669 个行政村中，无经营
收入村有 471 个，占比 70.4%。无经
营收入村中394个村有债务，村均负
债53.8万元。

如何破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难题，帮助这些村摘掉“后进村”
帽子，是丹东走好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为了精准施策，丹东市委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先后3次召开大调研专

题会议，并根据全市不同地域划分 6
个靶向地区，由6名市委常委和市政
府副市长带队，全市18个部门、130多
名干部参与，在全地区开展为期40天
的进村入户调研。通过调研，共排查
出制约乡村发展的问题40个，并邀请
专家学者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对
策100多条。在掌握底数、摸透实情
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大梨树式
好村庄”和“毛丰美式好干部”的建设
标准，确立以“两个一批”为抓手，推
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总体思路，确立

“壮大村集体经济，引领农村产业兴
旺和生活富裕，逐步实现乡村振兴”
的工作路线图。

党支部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的引擎。丹东市委以全市村集体年
收入50万元以上的56个村和近年来
经济增速较快的 10 个村为样本，总
结出“党支部+农户”“党支部+实体”

“党支部+旅游”“党支部+合作社”
“党支部+电商”等5种最契合本地实

际的“党支部+”发展模式。
记者在东港市小甸子镇村集体

经济产业发展示范园区看到，18栋草
莓大棚内红红的草莓果和雪白的草
莓花点缀在绿叶间，一派生机盎然。

“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示范园区一期
工程建设的18栋草莓大棚已经发挥
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现在每天草莓
销量在 1200公斤左右。”小甸子镇党
委书记杨清毅说。小甸子镇是一个
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乡镇，农业产值
占全镇总产值的83%。近些年来，小
甸子镇农民靠种植草莓、蓝莓、软枣
猕猴桃、花卉、小柿子等富了起来。
群众富了，但村集体没有收入，11个
村有10个村是薄弱村，“无钱办事”成
了村级振兴发展的一大难题。面对
这一现状，镇党委、政府积极寻求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的途径，经过反复论
证，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决定建立村
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示范园区，集中解
决薄弱村问题。

2018年4月，通过争取省市专项
资金、合作社社员筹资入股等途径，
全镇筹资723万余元，园区建设一期
工程如期启动。同时，园区成立了产
业党支部，通过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双带”作用，使
党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互融合，互促
互进。去年底，全镇 10 个村全部摘
掉了薄弱村的帽子。

为了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丹东
市委组织部门牵头，协调财政、农经、
扶贫等部门筹集资金，助力无经营收
益村发展。2018 年，全市投入资金
7320万元用于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
全年消除无经营收益村136个，其中，
创新开展两轮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
项目公开竞争评审活动，投入专项资
金2690万元，扶持“党支部+”集体经
济项目 48 个，覆盖 57 个无经营收益
村，当年实现村均增收 5.2 万元。通
过推广“党支部+”模式，去年全市37
个“空壳村”实现“摘帽”。

“党支部+”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3月，
记者在鸭绿江畔的滨江路五道河桥上
看到，市政工人正在对沿江护栏进行
除锈，为了不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特
意给护栏穿上绿色防护罩。作为今年
丹东城建惠民工程重点项目之一，滨
江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随着天气转暖
正式拉开帷幕。

为政之要，在于为民。“将财政支
出增量的 80%用于民生事业，从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基本民生问题
抓起，每年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持
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这是丹东市委、市政府向全
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特别是今年年初，丹东市委、市政
府倾听民声、集中民智，让民生实事由

“为民做主”变成“由民做主”，踩着百
姓脚印干实事。本着“群众有需求、财

力能保障、当年能办结、成果能普及”
的原则，面向全体市民公开征集2019
年民生实事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征集意见发出后，得到市民的积
极响应。经过精心梳理、归类，丹东
市相关部门按照“群众有需求、财力
能保障、当年能办结、成果能普及”的
原则进行论证甄选，最终从 300 余件
群众建议中筛选敲定“十大民生工
程”44 件民生实事。这“十大民生工
程”，涉及就业服务、教育惠民、社会
保障、医疗惠民、乡村振兴、文体惠
民、城建惠民、服务便民、安居惠民、
扶贫帮困十个领域的44件民生实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执
政者奋斗的目标。2017 年丹东市实
验小学新区分校建成投入使用，解决
了新区孩子上小学难题，今年“十大
民生工程”中关于教育惠民的民生实

事，囊括了实施贫困县学生营养餐计
划、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实现资助全覆盖以及实施新区实
验中学建设等百姓热切关注的项目。

“十大民生工程”中确定了 12 件
城建惠民项目，包括对滨江中路等城
市道路以及五道河、白房河等城市内
河、面山裸露地面绿化；实施路灯节能
改造工程，解决路灯老化问题；保证四
号干线实现基本贯通等。在便民服务
方面，将出台“8890”政务便民服务工
作首问负责制管理办法，畅通民意诉
求渠道，确保市民“少跑路”，解决合理
诉求；完成三县（市）24小时公安自助
服务分中心建设等。

“今年市政府计划实施棚户区住
房改造222套，对于蜗居多年的市民来
说，这是个暖心的消息。”元宝区爱民沟
棚改回迁户郑淑梅告诉记者，以前她

家五口人挤在2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夏天漏雨、冬天透寒，房梁用木棒撑着，
脏水拿桶往外拎。去年全家搬进了政
府分的新房子，心里敞亮了，感觉日子
有奔头了。此次安居惠民工程还包括
老旧小区改造、困难家庭危房改造等。

一枝一叶总关情。为了将好事
办好，丹东市委、市政府分解任务，落
实责任，并确定了完成时限，同时要
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在推进“十大民生
工程”过程中，要恪守为民情怀，厚植
民生底色，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为百姓解烦忧，对照目标任务、聚焦
重点难点、创新方式方法，以扎实的
工作作风、显著的工作成效，回应人
民群众的热切期待。把民生装在心
里，意味着把润物细无声的关爱送到
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必将为丹东百
姓勾勒出上扬的“幸福曲线”。

从300余件群众建议中筛选出涉及就业、教育、安居等44件实事

丹东十大工程勾勒民生“幸福曲线”

“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
‘两个一批’建设，深入调研，科学论
证，精细管理。”丹东市委主要领导
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首先要讲科
学。2018 年初，丹东市委、市政府开
展乡村振兴大调研，形成 327 页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调研报告。由此，丹
东市相关部门出台了《丹东市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丹东根据各村资源类型，分类指导，
协助落实产业项目。目前，沿海村水
产养殖项目、平原村设施农业项目、
山区村光伏发电项目初具规模；为解
决部分村产业不成规模、产品没有销
路的问题，建设宽甸满族自治县城南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东港水产品、凤
城果菜、振安区小浆果加工集聚区，
统一生产销售，逐步形成优质化、品
牌化发展模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丹东不仅要
消除无经营收益村，还要通过实施农
村土地“三权分置”，实现土地流转交
易平台市、县、乡、村级覆盖；通过实
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资产

变股权、成员变股东”这一全新经营
模式引入农村；通过进一步优化乡镇
财政管理体制，有效激发乡镇政府发
展经济的内生活力；通过推进邮政、
快递等行业与农村和农业产业深度
融合，促进邮递企业与特色农产品企
业有机对接，解决乡村产业发展“最
后一公里”问题……

“建设一批大梨树式好村庄，要协
调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同步发展，不能出
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要把生
态宜居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目标，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档升级，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丹
东市委主要领导说，要优先发展农村教
育事业，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全覆
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伴着和煦的春风，记者走进位于
振安区汤山城镇南部的龙泉村，只见
家家户户门前的柴草垛收拾得整整齐
齐，水泥硬化路干干净净直通村民家
门口，就连猪圈都砌得整整齐齐。“我们

村不仅每家每户卫生收拾得好，邻里
关系处得也特别融洽，谁家有个大事
小情互帮互助，住在这里特别舒心！”村
民安平笑着告诉记者。去年5月，龙泉
村开始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及
资源化利用工作，将生活垃圾分为可
腐烂的垃圾和不可腐烂的垃圾。可腐
烂的堆粪还田。不可腐烂的分为四
种：可燃烧的架到灶坑里做饭、烧水、烧
炕；可卖的由废品收购站收走；建筑垃
圾用于垫道；有毒有害垃圾，集中收集
保管、转运处置。试点之后，全村确定
了“户分类、户处理、不出院、零填埋”的
源头处理模式。解决“垃圾围村”之后，
村民还将清理出的空地种上花草树
木，基本实现了软覆盖。自实施垃圾
分类减量及资源化利用工作以来，龙
泉村取消不分类垃圾箱 7个，垃圾清运
量减少了90%以上，由以往每天清运一
次减少到10天清运一次。

于细微处见真功夫。丹东全力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补齐农村基
础设施薄弱短板，缩小城乡差距，促
进乡村绿色、生态、宜居。去年，全市

完成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森林抚育
15333 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067
公顷，新建“四好农村路”110 公里、

“一事一议”村内道路486公里。完成
农村电网改造 118 公里，改造农村危
房 1526 户，实施亮化、净化、美化、绿
化工程 139 个，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和配套项目7个，完成27所乡
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任务，建设乡镇
综合文化示范站30个，改造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255所。

两年来，全市上下把推动丹东振
兴发展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指数作为
检验工作成绩的唯一标准，求实效、出
实招、见实绩。人们欣喜地看到，村集
体有钱了，乡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
了，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科学精细
的工作思路，围绕“组织坚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大梨树式好村庄建设标
准，丹东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之路一定
会越走越宽，会有越来越多的村里人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科学+精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把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切入点，按照“典型带动、
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丹东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实效。截
至去年底，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体系覆盖 75%的行政村，新建 6 套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系统，建设
农村卫生厕所 7116 座，创建省级
及以上卫生乡镇 1 个，完成农村公
路新改建工程建设 110 公里，“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村内道路建设
486 公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85%，建设 32 个美丽乡村，实

现村容村貌明显改观。
今年，丹东市将大力实施“千村

美丽、万村整洁”行动，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全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目标是：农村生活垃圾处
置体系覆盖 85%的行政村，新建生
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系统11套，新

（改）建农村室内水冲式无害化卫生
厕所6320座，创建省级及以上卫生
县城（乡镇）2 个以上，完成农村公
路新改建工程建设100公里，“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村内道路建设 300
公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6%，建设美丽乡村15个。

75%的村实现垃圾规范化处理

3月15日9时，在凤城市亿林商业
广场，凤城市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举办了以“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
坚”为主题的2019年“春风行动”暨用

工洽谈会。活动现场，140家民营企业
提供3352 个岗位，当天达成初步就业
意向1214人，现场招聘120人。

岳禹男 摄

“春风行动”促就业

丹东蓝莓协会充分挖掘自身潜
力，常年为会员在园址、品种选择方
面提供指导，积极组织有关技术力
量，通过现场指导、集中培训、外出
参观学习、微信群交流答疑等形式，
解决会员在蓝莓种植、管理上遇到
的技术问题，有力促进了当地蓝莓

产业的健康发展。
目 前 ，该 协 会 发 展 会 员 158

人。协会还引进蓝莓销售商帮助会
员销售。去年，协会为会员销售蓝
莓鲜果 4000 余吨。图为丹东蓝莓协
会组织会员外出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蓝莓产业助增收

本报讯 为切实解决企业党
员管理难题，针对园区非公有制企
业点多、面广，企业党员职业分散、
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丹东市委组
织部出台《丹东市园区党员教育管
理制度》，针对企业不同类型党员，
创新管理模式，精准施策，取得良
好实效。

丹 东 市 有 各 级 园 区 9 个 ，其
中，国家级园区 1 个，省级园区 2
个，市级园区 6 个。为切实解决园
区企业党员管理难题，去年 9 月，

《丹东市园区党员教育管理制度》
正式实施。根据此项制度，各企业
围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对在职党
员教育实施常态化、制度化管理。
规范党日制度，将每月 15 日作为
园区非公企业党员活动日。通过
组织开展活动，强化党员政治性，
使每一次活动成为党员增强党性
的一次洗礼。目前，全市园区已推
广“车间微党课”200余次，观摩“情
景互动式”党课 90 余次。此外，企
业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共建立党员责任区 125 个，成
立党员科技攻坚队 20 支，开展技
术革新项目100多个。

针对在企业工作而党员组织关
系未转入企业的流入党员，要求企
业党组织主动与流入党员关系所在
地党组织联系，签订“双重”管理协
议，实现流入党员教育管理的有效
衔接与监督。通过这一办法，流入
党员仍然在组织关系所在地按时自
觉交纳党费，正常参加党组织的选
举、议事等重大活动。园区企业党
组织负责及时将流入党员编入党的

一个基层组织，纳入在职党员管理
范围。同时，每年对流入党员工作、
思想和参加组织生活情况进行评
价，并反馈给党员关系所在地党组
织，作为党员年底综合评定依据。
目前，全市企业园区中已有 360 名
党员签订了“双重”管理协议。

针对外出到非固定地点、不便
转组织关系的党员，要求其及时登
记外派时间、地点、事由，并利用互
联网实行网上管理。园区企业党
组织依托 QQ 群、微信等网络平
台，为长期流动在外的党员搭建接
受教育管理平台，建立流动党员信
息台账，并指定专人通过互联网及
时与流动党员进行联系，掌握其思
想动态、学习情况和现实表现。目
前，全市园区企业共开设党员教育
微信群 478 个，不仅覆盖园区所有
党员，还实现了网上交纳党费、学
习、讨论决议等功能。

因离职、退休、企业停产等情
况离开园区的党员，要求其在离
开园区企业工作 6 个月内转移党
组织关系，实行属地化管理，避免
出现“口袋党员”。对接转期间或
暂 时 无 法 转 移 党 组 织 关 系 的 党
员 ，按 流 动 党 员 进 行 网 上 管 理。
目前，已有 34 名离职党员转移党
组织关系。针对部分离退休党员
体弱多病、生活困难等情况，企业
党组织联合属地党组织通过结对
帮扶、重大节日上门走访慰问、定
期组织志愿者上门服务等形式，
加强对他们的关心和服务，送去组
织的温暖和关怀。

刘思垚 本报记者 蔡晓华

党员教育微信群覆盖园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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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个村建成“大梨树式好村庄”
——丹东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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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井子镇徐坨村稻田美如画。（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