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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村级党组织领办创办合作社

把集体和村民带上“共富路”
本报记者 曲 宏

为民办实事
要努力做到“刚刚好”
万应慧

思考

SIKAO

康平县张强镇官宝窝堡村的稻米加工车间现场。

新民市张家屯镇冬瓜产业联合党委今年组织种植的冬瓜长势喜人。

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考察时曾指
出：“无限发展行不
通，过犹不及。一
定要在国家对海南

的定位中统筹谋划，努力做到‘刚
刚好’。”这提示我们，要掌握历史
主动，要按规律办事，不可贸然超
前、急于求成，也不可迟滞落后、
无所作为。

凡 事 都 需 要 把 握 好 一 个
“度”，稳中求进，循序渐进。

为民办实事，也是如此。也
需要努力做到“刚刚好”。

在民生保障等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统筹兼顾，
量入为出，切不可不顾实际承受
能力，随意开出空头支票。

为民办事关键要从百姓迫切
需要解决的难事、愁事、急事出发，
而不是做寅吃卯粮、华而不实、劳
民伤财的浮夸事，或者做眼前掌声
一片、过后不可持续的“短命事”。

那么，问题来了。为民办事
“刚刚好”，还要不要“进取心”了
呢？答案是必须要有。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
可或缺。做事很难，更需真抓实
干、知难而进，应对困难挑战、解
决棘手难题。时刻保持“心中常
常牵挂、事事紧抓不放、常常防患
于未然”的进取之心，聚焦群众的
安危冷暖、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群众的忧心事、烦心事和
操心事，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
土尽责，才能交出让党放心、让人
民满意的答卷。

“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感不

可或缺。很多工作是长期性的，
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在
这场接力跑中，每一代人都要为
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一棒
接着一棒跑下去。钉钉子往往不
是一锤子就能敲好的，而是需要
找准位置，一锤接着一锤敲，直到
把钉子准确、牢固地钉住。不管
是“接的哪一棒”“钉的是哪个位
置的钉子”，都要求我们明确自己
的目标任务，勇于担当、积极作
为，以务实的态度推进工作，把惠
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
顺民意的事办好。

“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
紧迫感不可或缺。为民办实事，
要害处在于“事办实”。人民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哪个不
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
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传世的词句，今天仍然映照现
实。民心所向，责任所在，在时间
安排上，在责任部署上，等不得慢
不得含糊不得，看准了的事情就
要持续不断干下去，锲而不舍抓
下去“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我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以超常规举措打一场新
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
战役”。每个节点有每个节点的
任务，每个环节有每个环节的担
当，我们要提高标准、拉高标杆，
横下一条心、铆足一股劲，一心一
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以无
与伦比的进取心，在全面振兴的
历史方位上，更加积极有为，见势
早、谋事准、行动快，当之无愧做
到“刚刚好”。

本报讯 记者曲宏报道 近
年来，沈阳市于洪区房产局坚持
以党建引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
作，通过引导各物业党组织扎实
推进“红色物业”建设，着力解决
物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
决群众生活困难，促进物业管理
助力基层治理。

加州花园小区建成已有 20
多年，各类基础设施大都出现破
损。加州花园小区业主曾多次召
开会议，成立业委会，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但效果一直不佳。于
洪区房产局开展“红色物业”建
设以来，加州花园小区业委会充
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通过党建引领、多方联动、
物业主动、居民参与，逐步构建
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园区基层治
理新格局，物业服务水平和小
区环境有了大幅改善。

加州花园小区物业企业以社
区党支部为核心，业委会、物业
公司和社区党员群众共同参与，

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要
求，由社区党委推荐第三党支部进
驻物业，指导工作，开展活动。物
业公司党员担任社区兼职委员，并
制定了社区物业党建工作会议制
度、联席会议制度、业主代表会议
制度和居民评议制度，架起各方沟
通桥梁，健全议事协调机制，畅通
纠纷化解渠道。“红色物业”变“被
动”管理为“主动”服务。

目前，加州花园小区的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有 3 名党员，园区
业委会有8名党员。为更好地服
务业主，加州花园小区组建了红
色服务先锋队、橙色保洁卫士
队、黄色工程维修队、绿色绿化养
护队、青色无私奉献队、蓝色平安
巡逻队、紫色文明宣传队”七色服
务队“，推行特色管家式服务。“党
员先锋岗”红色服务先锋队队长
还和91岁高龄的独居老人范景岩
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对子，逢年过
节带领队员主动上门慰问，嘘寒
问暖，受到居民好评。

沈阳于洪区加州花园小区
物业管理变“被动”为“主动”

本报讯 记者曲宏报道 本
溪满族自治县以红色美丽村庄试
点工作为契机，围绕“把红色资源
运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
因传承好”的目标，充分挖掘红色
资源，努力做好红色旅游大文章，
将党建工作与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工作精准内嵌、深度融合。

本溪县草河掌镇胡堡村红色
资源丰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军长、政委杨靖宇曾在这里主持召
开第一次西征会议。为充分挖掘
旅游资源，2021年11月，胡堡村申
报“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今
年6月，草河掌镇胡堡村被确定为

“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本溪县成立了由县主要领导

任组长的胡堡村美丽村庄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实行“日询问、周调
度、月汇报”制度，组织召开调度
会等13次，明确了“抗联故里，山
色胡堡”主题。同时，会同 19 家
成员单位，多方筹措资源、资金，
指导乡镇充分利用好财政奖补资
金，制定项目规划清单，高标准推
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过程
中，本溪县深挖红色资源，编写红
色故事、制定布展大纲，收集整理
红色抗联历史物件30余件，进一
步丰富红色展馆布展内容。邀请
鲁迅美术学院专家团队参与设
计，确定设计修建的抗联文化广
场、西征会议遗址园等5处场所，
修复还原红色抗联遗址遗迹 2
处，计划打造文化陈列馆等红色
场馆，推动建设集实地参观、现场
教学、实践锻炼于一体的“沉浸

式”红色教育研学基地。
胡堡村实行“党建+”工作模

式，紧盯群众关心的民生需求，做
好垃圾分类、厕所革命、道路清理
等工作。健全“村党总支+党支
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网格管
理机制，设立枫乡党员中心户服
务点，选派律师及法律顾问，为村
民调解矛盾纠纷。

本溪县把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紧抓红色
资源、红色旅游发展机遇，做好

“旅游+”文章，高标准加强花溪
沐、绿石谷等景区的红色抗联文
化建设，打造抗联红色小镇、抗联
街巷，推出抗联餐、主题民宿等特
色产品，带动周边地区村民就业
创业。同时，探索现代设施农业
建设，成立温泉民宿产业链联合
党支部，设立“党员先锋岗”8个，
将温泉民宿经营户资源加以整
合，形成合力，着力破解管理服
务、价格不一等难题，吸纳周边农
户就业 100 余人，务工收入累计
达到 20 余万元。在充分保护红
色遗迹遗址基础上，胡堡村还构
建了“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胡堡村
抗联文化教育基地”一体线路，打
造“重走抗联路”红色旅游品牌，
推动村集体入股合作。将本地特
色农副产品与抗联红色文化相结
合，研发抗联纪念徽章、伴手礼纪
念品等文创商品，不断提升农特
产品附加值，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努力将胡堡村打造成为集基
层党建、产业振兴、红色教育、美
丽村庄、乡村治理“五位一体”的
综合示范村。

本溪县
利用红色资源建设美丽山村

沈阳市强化党建引领，开展村级集
体经济增收共富专项行动，组建了55
个产业联合党委，推动全市党组织领办
创办合作社村达778个，占比57%，推

动规模经营，增强产业聚合力，不断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沈阳市已有1278个村集
体经济纯收入突破10万元，占比93.6%，

同比增长69.5%，全市集体经济总收入
3.57亿元，同比增长14.1%。同时，带
动了村民致富，实现村集体和农户“双
增收”。

冬日的暖阳里，沈阳市辽中区茨
榆坨镇后边外村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村党支部书记张家辉扳着手指头，盘
点着今年的收入，规划着明年的工
作。今年村集体经济增收了 27万元。
村种植养殖合作社集中流转2800亩土
地，发展“稻蟹共生”“稻田养鸭”，550
户入社农户户均增收 2200 元。其中，
种田大户岳志红自从稻田养鸭养蟹后
利润增长了两倍多。

今年以来，沈阳市开展村级集体
经济增收共富专项行动，市委组织部
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研究出
台了实施方案，充分发挥县、乡、村三
级主体作用，通过加大政策扶持、拓宽
增收渠道等 10项具体举措，切实提升
了村级集体经济造血能力。

压实党委责任
加强分类指导

“今年，我们以孙家寨村为龙头，
组织周边经济较弱的7个村联建‘致富
共同体’，把8个村拧成了一股绳，集体
力量加强了。”浑南区李相街道党工委
书记王忠伟告诉记者，“8 个村共同出
资成立两家实体公司，承揽物业、环卫
等业务，村均增收7万元。”

像孙家寨村一样，沈阳市年初就
组织各村制定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计
划表，全面摸清现有的资源条件，“一
村一策”制定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积极
盘活资源资产，谋划经营项目，明确收
入来源和经营周期。对实现增收有困
难的重点村，确定了县乡两级包保责
任人。加强全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
理，推动 1428 宗农村集体资产通过农
交中心平台公开流转交易，溢价率达
13.5%、村集体增收 1423 万元。同时，
沈阳市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
作纳入绩效考核和赛道比拼，压实县
乡责任，逐村按月调度工作进展，分别
对截至6月未产生收入和截至10月未
达到 10万元的村进行提级管理，逐个
调度具体增收途径和完成时限，有力
推进工作落实。

村级集体经济要增收，需要人才
支撑。为此，沈阳市实行分类支持指
导，破解集体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技术、
管理、营销难题，选定 105个具备一定
基础、急需产业发展人才的行政村作
为试点，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选聘具
有较强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的优秀人
才担任集体经济组织专职经理人，实
行专人专岗、专业专干。于洪区富强
村聘任返乡大学生党员为专职经理

人，负责村集体对虾基地养殖、销售等
工作，推动扩大养殖规模 1.6 万斤，村
集体增收 10万元。选取铁西区、辽中
区、法库县、康平县为试点，对接金融
机构，选派 44 人担任乡镇金融助理。
康平县张强镇金融助理帮助官宝窝堡
村集体稻米加工厂办理贷款 30万元，
解决了村办合作社多年融资难题。积
极开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业务培训，
将现代农业发展、惠农政策应用、网络
电商营销等内容纳入市级培训范畴。
围绕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按季度分别
组织村党组织书记和乡镇（涉农街道）
党（工）委书记开展“县乡搭擂台、比武
促振兴”观摩拉练活动 270余场，以赛
促学，以学促干。

深化合作社建设
推动规模经营

“原来每亩地收入1000元，今年村
里实行社会化服务，有了补贴，产量增加
了，每亩收入达到1400元。”苏家屯区
永乐街道宝相屯村玉米种植户邢国玉
尝到了社会化服务的甜头。今年他与
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签订了社会化
服务协议，大田由合作社代耕、代种、代
防、代收，他不用操心，收入还增加了。

对有关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
点工作，苏家屯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车
晓倩介绍说，“在宝相屯村等30余个土
地受限较大的村开展的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项目试点，采取集约化生产，统
筹调度资源，统一使用农机，连片地块
作业的方式，既让村民节省了时间和
成本，还帮助村集体增收65万元。”

今年，沈阳市新选定了543个行政
村开展村党组织领办创办合作社建
设，推动全市合作社建设村达 778个，
占比 57%。其中，农业生产经营服务
类 518 个、置业出租类 129 个、土地类
36 个、休闲旅游类 23 个、其他类 72
个。县乡两级强化了具体指导，积极
引导2.1万户党员群众入社，帮助村集
体平均创收4.9万元，带动入社村民户
均增收2064元。法库县榆树堡村党支
部创办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 1000 余
亩种植大豆、玉米，村集体增收 20 万
元、150户入社农户户均增收2000元。

在村级创办合作社的基础上，沈阳
市还开展“联村共建”，围绕沈北休闲旅
游、新民棚菜、康平杂粮等特色产业，统
筹地域相邻、资源相连、产业相近的238
个村，通过“飞地抱团”“强弱联合”等方
式组建 55个产业联合党委，统筹利用
各村资金、土地、信息等资源，统一实施

物资采购、技术指导、品牌打造、产品销
售，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增
强乡村产业聚合力。

新民市张家屯镇指导佟庄子等 5
个村成立冬瓜产业联合党委，统一布
局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提升议价
能力和产品附加值，村均增收 11 万
元。截至目前，沈阳市产业联合党委
已推动村集体增收881万元，村均增收
3.7万元。

加大帮扶力度
拓宽增收渠道

为帮扶村级集体增收，沈阳市今年
争取财政资金 6200 万元，通过村级申
报、乡镇推荐、县区评审、市级把关方
式，择优建设扶持项目 62个。持续开
展“书记挂帅、破冰攻坚”行动，对先前
的273个财政扶持项目进行再调度、再
梳理，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实地督导 63
个项目，责成相关乡镇（街道）党（工）

委、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认领包保
重点项目，帮助谋划举措、解决问题，全
力推动投产见效、提高收益。截至目
前，沈阳市 2019 年以来扶持项目已产
生收入1436万元，收益率7.8%。

开展“党建促振兴、村企共发展”村
企对接活动，通过面向社会倡议、会同
市直部门共同动员等方式，积极引导
116 家企业及社会团体报名响应，与
106个发展需求强烈的村逐一配对。截
至目前，对接企业通过项目共建、资产
参股等方式，累计到村投入3098万元，
帮助对接村集体增收 688 万元。铁西
区充分发挥辖区企业资源丰富优势，指
导结对村企合力发展特色农产品销售、
劳务输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等项目9
个，帮助村集体增收125万元。沈北新
区大丁村与传媒公司合资成立旅游公
司，企业投资160万元建设树下木屋露
营旅游项目，村集体配套建设垂钓园、超
市等设施，今年8月运营以来吸引游客
超10万人，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

“路家煎饼，不含任何添加剂，品
种多样，黑米、红枣、玉米……”每晚 8
点，抚顺市新抚区千金乡路家村第一
书记齐明会准时上线，为路家村农产
品直播带货，给路家村人插上了时代
的“云翅膀”。

齐明从抚顺胜利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招商局选派到新抚区千金乡路
家村任第一书记，已经五年多了。驻
村期间，他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帮助村

“两委”班子理思路、引资金、上项目、
惠民生。既紧盯道路桥梁建设、危房
改造、生活饮用水等民生问题，又大力
推动特色农业、村企合作、文旅串联、
土地认养等致富项目。

在路家村，有这么几座颇具特色
的老房子：院子里一湾流水，一座小

桥，屋内装饰着老式雕花窗框，柜子
上摆着已有几十年的老座钟。这是
齐明自己设计出来的民宿，每到周末
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拓宽视野、打
开思路，是齐明引领路家村实现党群
共同致富的切入点。一方面，他带领
村“两委”成员到田间地头看实情，进
家入户摸家底，把一些闲置的房子改
造成民宿，承接休闲游客；另一方面，
在政府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的支持下，
他还搭建了新型村企共建示范基地，
打造了“路家村优质农产品销售工作
室”，发展线上网络销售运营模式，以

“直播带货+微信群团购+示范店体
验”的销售模式，使路家村农产品走
上“云”端，实现了产销顺畅衔接、优
质优价。

在农产品网络销售过程中，齐明
发现多数路家村农产品存在零碎化、
无品牌问题。为破解路家村“小、零、
散”的种养模式，齐明积极帮助村民扩
大种植规模。结合村里的香瓜种植优
势，带领村“两委”成员牵头整合 30余
户瓜农，注册“路家香瓜”品牌，建立标
准化育苗体系，统一设计产品包装、零
售瓜棚，集中培苗育种、种植销售，提
高了种植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路
家村“双哥煎饼”、笨鸡蛋、有机蔬菜等
特色农产品相继扩大了规模，提高了
效益。

“现在路家村的各项产业逐渐有了
规模，下一步，民宿还会增加，‘双哥煎
饼’的新厂房也正在加紧筹划，将来的
收益还会稳步提升。”说起路家村的未

来，瘦削的齐明浑身充满了力量。
在齐明的带领下，村“两委”班子

成员当上了“带货主播”，让优质的农
副产品销售从线下走到了线上。路家
煎饼、路家香瓜等各类农产品销售同
比增长了 50%。为村民节约运输、仓
储、广告推介等资金近10万元，打响了
路家村农产品的知名度。“搭上电商快
车后，我也成了直播带货的行家里手，
现在手机就是我的农具。”路家村村
民田淼感慨道。

近三年来，齐明带领路家村村民
靠网络年均销售煎饼 10万余斤、香瓜
15 万斤、笨鸡万余只、各种蛋类 10 万
斤。村民感激地说：“路家村多亏了齐
书记，他不但想法多，还特别实干，带
领大家走上了致富路。”

第一书记齐明为路家村插上“云翅膀”
本报记者 曲 宏

本期关注

近年来，鞍山市铁东区坚持“头雁”领航，
举办“书记讲给书记听”论坛，邀请优秀党组
织书记代表为全区“三新”组织的党组织书记
讲解党务基础知识、分享工作经验，通过案例
分享工作经验，为他们出实招、解难题。

针对“两企三新”党员流动性大、基层党组
织管理困难等特点，铁东区还积极探索教育培
训新途径、新方法，制定主题鲜明、切合实际的
分众式培训菜单，确保教育培训取得扎实成效。

图为万科物业党支部副书记石浩向“三
新”组织的党组织书记作经验介绍。

本报记者 曲 宏

书记讲给书记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