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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力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开展主题培训为基层干部“补钙铸魂”
本报记者 曲 宏

基层干部身处工作第一线，面对的工作千头万绪，基层干部的能力和水平至关重要。我省“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各地
不断创新，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基层干部补精神之“钙”，铸信念之“魂”，提升了广大基层干部能力，从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健全
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这次培训内容很实用、接地
气，能学到很多关于乡村振兴的
新知识新理论，介绍了很多带领农
民致富的好经验好方法，收获很
大，感觉经过培训后，对做好当前
工作更有信心、更有干劲、更有热
情。”东港市菩萨庙镇上川村党总
支书记由春龙在参加新时代基层
干部主题培训后收获不小。

为促进优质培训资源向基层
延伸，把培训工作做好，丹东市聚
焦提高县（市、区）直部门正职、乡
镇党委书记等重点培训对象能力
素养，开展邀请一批知名讲师、打
磨一批优质课程、举办一批精品
班次的“三个一批”活动。先后邀
请 5 位有关专家参与基层干部培
训课程研发和专题授课，覆盖6个
重点班次370余名基层干部，实现
了重点培训“精品化”。集中全市
优质培训资源，将 4 门全国、省级

好课程和26门市级精品课列入基
层干部“培训菜单”，组织 36 名骨
干教师集中备课，交流互评，打磨
课程内容，提高授课质量，乡镇基
层骨干、村党组织书记等 20 个重
点班次精品课占比达30%。

元宝区广济街道县前一社区
党委书记朱佳琳对培训中有关应
急处突能力、平安建设能力、抓城
市党建能力等相关内容记忆犹
新，“通过参加培训学习，增强了
为群众干事的信心，干好工作的
决心，提高社区居民幸福感的雄
心 ，对 社 区 建 设 有 了 更 多 的 想
法。”针对基层干部培训人员多、
范围广的情况，丹东市精准对接
不同岗位基层干部实际需求，举
办 13 期线上线下专题培训班，对
1700余名基层专业领域干部分层
分类精准施训。为提高培训专业
性、实用性，组建“领导干部+业务

骨干+土专家田秀才”兼职师资队
伍。邀请市直业务部门专业干部
围绕“双碳”、应急工作等内容专题
授课 15 节，培训中创新开设答疑
课堂，1/3课堂时间现场解答学员
提问，解决实际问题。组织 20 余
名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走进
村部，面向新任村干部举办“老书
记讲堂”60 场，建立“一对一传帮
带”机制结对教学。同步带领到村
任职大学生培训班等 280 余名学
员到草莓港听取“土专家”现场授
课。通过专业化、实战化教学，推
动基层干部培训贴实际、见实效。

在基层干部主题培训行动
中，丹东市通过提高课程质量、丰
富培训形式、强化统筹管理，实现
基层干部培训“精品化、精准化、
精细化”。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举
办培训班 186 期，1.7 万余名基层
干部全员参训，实现了全覆盖。

丹东市：培训贴实际、见实效

“通过参加主题培训班，让我
对现代农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特别是对河西镇中草药种植基
地发展有了新的思路。”阜新市清
河门区河西镇党委书记杨春辉表
示，这次培训学习让他学到不少新
本领，这样的培训对基层干部工作
帮助很大。

为确保基层干部培训工作落
实落地，阜新市坚持系统思维，统
筹推进，采取了摸清底数，编好项
目书；倒排工期，画好施工图；协同
作战，分好责任田；对账销号，确保
全覆盖的“四步工作法”。

阜新市首先把查实情、明底数
作为科学制定培训方案的重要前
提，市县组织部门按照业务职能、
职务层次等差异，将农村和城市基
层干部进行细分，把乡村振兴主题
培训计划、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题
培训计划细化为 12 个培训项目。

“通过参加县区领导班子专题培训
学习，进一步转变了基层治理理念，
增强了应急处突能力和群众工作能
力。”太平区孙家湾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张宏鑫对此次培训
内容赞不绝口。在摸清基层底数、
设置培训项目的基础上，阜新市统
筹制定培训计划。坚持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相结合，指导各县（区）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集中换届等工作

实际，算准培训规模，把准时间节
点，按照类别设班次，对照目标排
进度，科学把握培训节奏。聚焦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主题，组织领导干
部、党校专家研发系列精品课程，以
省委组织部“送教下基层”活动为契
机，积极邀请 21 位名师来阜新授
课，为基层干部培训工作提供高质
量师资保障。

培训中，阜新坚持部门联合、
上下联动，积极搭建起市级抓示范
抓重点、县（区）抓普遍抓全员、部
门抓系统抓专项的“三位一体”培
训格局。发挥阜新市干部教育培
训联席会议职能优势，市委组织部
联合宣传、统战、政法、党校、民政、
财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
立足本职，分工负责，合力推进基
层干部培训工作。按照培训对象
特点，明确市县两级培训职责。

最后，阜新市精心设计基层干
部培训数据明细表，做到逻辑清
晰、简单实用，便于各部门各单位
学习掌握，确保统计的数据带着
名、长着根，落得实、叫得准，确保
全面覆盖。以市县两级培训施工
图为基础，实时掌握培训工作进展
情况，及时解决遇到的共性问题。
截至目前，阜新市共组织举办基层
干部教育培训班次186个，培训干
部11520余人。

阜新市：主题培训步步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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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北镇市正安镇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植树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阜新市清河门区河西镇党委书记杨春辉在中草药种植基地查看快枣生长情况。

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基层干部到蓝莓产业基地围绕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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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曲宏报道 今年以来，鞍山
市立山区委以党建为引领，全面推动共建共治
共享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实施
商业物业服务78个，业主自治5个，保障型物业
114个，物业服务覆盖率达100%。

立山区由业主采取民主集中方式确定封闭
小区区域，组建业委会，对业委会人员名单提前
进行组织把关，业委会以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健全
完善物业监督考评机制，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
业主对物业服务进行监督。目前，立山区逐步
形成党建引领下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
业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有
效提升，市域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鞍山市立山区
物业服务覆盖率达100%

“通过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
培训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基层培
训、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为推进
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义县前杨镇党委书记刘岩对培训
内容的可操作性充分认可。

锦州市为主题培训制定相关
方案，提出组织、培训、实施、保障
4 个方面 11 项具体工作措施，明
确了工作时限和责任人，做到定
事定人定时限的完整的闭环项目
化管理体系。形成了市级重点培
训、县级普遍培训、部门系统培训
的工作格局，实现了全市基层干
部全部培训一遍的目标。

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
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
伍是此次培训的一项主要内容。
义县七里河镇党委书记王大志表
示，通过主题培训行动，提高了基

层干部政治理论水平，畅通了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
一公里”，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
础。培训中，锦州市举办乡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培训班等4个主
体班次，共14期，确保重点培训对
象集中培训全覆盖。针对农村、
城市基层干部培训的不同需求，
市委党校联合驻锦州高校等单位
研发了26门基层培训教学专题课
程，建立由 19 名知名专家学者和
领导干部组成的全市基层培训师
资库。发挥网络培训“云端通道”
优势，在锦州党建云学院平台建
立“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大
讲堂”，定期开展网络直播授课，
举办专题讲座 15 讲，培训基层干
部 3 万余人次。利用辽宁省干部
在线学习网，为全市 1130 名村党
组织书记、247名社区党组织书记

建立了网络培训账号，推动优质
网络培训资源直达基层。

锦州市各县（市、区）结合本地
实际，采取集中培训、辅导讲座、在
线学习等多种形式，扎实推动主题
培训落实落地。培训中突出本地
特色，强化主题培训实效性。黑山县
利用红色教育基地，开启套餐式学习
教育模式。北镇市制定了市直部门

“一把手”和学员上讲台实施方案。
凌海市安排学员“走出去”，择优挑
选优秀年轻干部到苏州等地区考察
学习。凌河区采取多种方式，对村

（社区）干部开展培训。
锦州市从统筹部署、优化资源、

精准施教入手，分级分类开展基层
干部培训全覆盖，先后重点培训
1800人，普遍培训1.8万人，提高了
基层干部素质，提升了基层治理水
平，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锦州市：分级分类开展培训

“一老一幼”都是宝，念
兹在兹。习近平总书记在
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
牡丹社区考察时强调，“对
老年人的服务要跟上”，“孩
子们现在都是宝，对孩子们
的养育和培养等工作要加
强。”这个党中央十分关心
的民生课题，乃家事国事天
下事，也是必须解决好的天
大的事。

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
老。“一老一幼”关乎千家万
户的幸福，更是国家战略问
题。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专章部署“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明
确提出以“一老一小”为重
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

“一老一幼”是天大的
事，也是基层党建工作必
须抓好、持之以恒抓好的

“战略重点”，尤其要用心
用情。

先说用心。小例子可
鉴：一家托育服务中心里
设置了“异形门”——对开
的部分特意缺一块，让孩
子关门的时候不会被夹手。还有一家
养老服务中心里的梳子长长的柄设计
成了独特的弯形，让手臂举不起来、不
能向后弯曲的老人能自己完成梳头的
动作。一扇门、一把梳子的细节，是柔
性关照的直接体现。泛之开去，细微之
处的关怀是战略眼光之下的人性温度，
社会的温度传递到每个家庭，正是用心
的细微处，也是一场大考的加分项，这
些细微之处的关怀洋溢着温暖。

再说用情。小例子可鉴：一家社区
为孩子组建了“亲子雨伞自助社”，专门
教孩子自制雨伞，让家人风雨之时感受
到爱的传递。一家社区为老人组织了

“巧线大姐服务团”，在为老人服务的时
候，还专门“穿针引线”，让婆媳关系好上
加好。情，是最美的风景，是“连心桥”，
是幸福的源泉，让群众满意绝不仅仅是
按部就班，时刻不忘为了谁、依靠谁、我
是谁，暖民心，赢民心，打动天下黎元，家
长里短用情，急难愁盼用情，一枝一叶
总关情。“情”是最管用的法宝。

“一老一幼”，牵动亿万家庭。老
有所养、幼有所育，承载着无数家庭的
期待，在奔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一样
也不能少。用心用情提升服务供给的
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这就是我们
的家事国事天下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
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
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在一些市的民生实事清单统筹推
进中，“一老一幼”工作已经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政策包”一个
接一个。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我们都要
用力做好这用心用情的“告白”，努力实
现幼有善育、老有颐养的家事“小确
幸”，就是国事天下事的“大幸福”。

本报讯 记者曲宏报道 9 月 29 日，沈阳
市举办“党建促振兴 村企共发展”村企对接活
动启动会议。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企业代表
及村党组织书记代表70余人参加会议。

据介绍，沈阳市首批82个“薄弱村”与96家
结对企业将以本次对接活动为契机，将乡村资源
优势与企业的技术、管理、市场优势紧密结合，采
取整体开发、集聚联合、产销合作、人才双向流动
等模式，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发展，不断激
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推动村企互利双赢，不断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确保2022年底前，全市村集
体纯收入低于 5 万元的“薄弱村”全部清零销
号。2025年底前，村企对接活动取得实质性进
展，发展壮大一批立足乡村的现代企业，培育建
成一批初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典型，
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乡村振兴取
得明显成效。

沈阳市启动“党建促振兴
村企共发展”村企对接活动

“不知不觉中，我驻村工作已
经两年半了。”就在这段时间里，先
后担任北票市三宝乡瓦匠沟村和
大三家镇乃林皋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的常乐，已累计为驻村协调解决
资金及物资 70 余万元，先后为村
委会和贫困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上百件。

常乐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任
第一天发生的事。

2020年5月，常乐主动请缨奔
赴乡村一线工作，她刚来到偏僻的
瓦匠沟村，当时的贫困户宋子义就
找到她，“我家有 3 只山羊急需出
售，担心卖不上好价钱，村里能不
能帮我想想办法。”

常乐二话没说，马上通过各种
渠道寻找买家，很快就以 4000 元
的 价 格 将 3 只 山 羊 全 部 卖 了 出

去。听到这个价格，宋子义乐得合
不拢嘴，“真想不到，新来的常书记
年纪轻轻，办事能力却一点不含
糊。”但他不知道，是常乐自己掏的
腰包支付的200元钱运费。

驻村后，常乐遇到的事儿多是
琐碎的小事，但她深知，每件小事
都是百姓生活里的大事。村里曾
经的建档立卡户宝文臣遇到了梨
子出售难的问题，她主动联系同
事、朋友们帮助卖梨，半个月的时
间，她的小车一趟又一趟地把4000
公斤的梨全部运了出去。一时间，
想卖各种家禽、蔬菜水果的村民，
都来找常乐，各种销售农产品的消
息也成了她微信朋友圈常发的信
息。不到一年时间里，常乐就帮助
村民销售农产品4万余元。此外，
她还争取资金6万余元，为瓦匠沟

村11个村民组整修了秋收路，栽种
700多棵树苗……正是这一次又一
次的“雪中送炭”和“无私援手”，瓦
匠沟的村民对常乐更加认可了。

2021年9月，常乐圆满完成了
瓦匠沟村为期一年多的驻村工作
任务后，又到大三家镇乃林皋村担
任第一书记。乃林皋村集体经济
薄弱，常乐就想办法争取有关领导
和相关部门支持，以发展村蔬菜保
护地和光伏发电为重点，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6栋538延长米高效
温室大棚于今年年初投入使用，
100万元光伏发电项目计划于近期
投入使用，两个项目每年可增加村
集体收入25万元。

今年年初，常乐组织朝阳市“爱
在身边”志愿服务团队100余名志愿
者，筹集资金2万余元，顶着严寒，走

访了全镇9个村28户村民，为他们
送去生活物资及慰问金。

3 月 25 日，北票市突发疫情，
当晚8时，乃林皋村要进行区域核
酸检测，常乐第一时间来到核酸采
样点，一边维持现场秩序，一边帮
助村民们操作手机。她还带头对
行动不便的村民进行入户采样，直
到第二天中午结束第一轮的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时，她已经连续 20
多个小时没有休息。“驻村第一书
记就要冲在一线，群众看得见我才
会放心。都说要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只要当一天驻村书记，我就要担
负起这份责任。”

6 月初，大三家镇三家村初
一学生曹欣茹的父亲被确诊为
慢性肾衰竭导致的尿毒症，常乐
第一时间联系爱心团队送去了

3200 元救助款和价值 400 多元的
生活用品，并鼓励曹欣茹好好学
习。村里一名刚上大二的学生席
悠然，要利用假期打工为自己赚取
生活费。她组织志愿者给她送去
米面油、衣服及慰问金，并承诺会
一直帮扶她直到完成学业。独居
老人李秀芬身患疾病，常乐向民政
部门为她争取了急难型救助资
金。在乃林皋驻村一年多时间里，
常乐累计筹集资金3万多元，为50
多户群众解决各种难题。

两年多来，常乐基本上都是
在村里度过的，在帮助村民解决
各种困难当中，她感到了莫大的
满足与自豪，“虽然做不出什么大
事，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驻村的
百姓过上舒心日子，就是我最大
的欣慰。”

驻村两年半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上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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