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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区：实施“四大工程” 助力乡村振兴

金台区全面实施“四大工程”，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全力推动抓党建与乡村振兴齐头并进。

实施“强基固本”工程，筑牢坚强堡垒。一是选优配强支部

班子。紧扣村“两委”换届，持续优化班子结构。新当选的 124

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全部实现“一肩挑”，高中以上占到

84%；平均年龄较上届下降 1.5 岁；35 岁以下人员占比提高到 6%，

达到了“两升一降”的目标。二是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强基清

源”行动。严格落实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任职资格联审

工作制度，联合 10 个部门对全区 1855 名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审

查，确保选能人、选硬人。三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行动。将全

区 68 个村分为城中村、城郊村、发达村、一般村，以创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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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标准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契机，发展壮大城中村、融合发展城

郊村、做强做大发达村、盘活拉动一般村，新增年收益 50 万以

上的村超过 5 个，村级集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实施“头雁培育”工程，夯实人才基础。一是实施后备力量

提升行动。积极开展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培养，为每村储备

35 岁以下党员村级后备干部 2 名，建立动态人才储备库，采取

结对帮带、跟踪培养等方式，将后备力量充实到巩固脱贫攻坚、

信访维稳等一线锻炼，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二是推行“充电赋

能”机制。举办新任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提升培训班，

采取理论授课、交流经验、外出考察等方式，组织 68 名村党组

织书记赴浙江轮训，在《金台先锋》开设“浙江归来话振兴”栏

目，邀请部分优秀村党组织书记谈体会、议发展，提升培训实效。

三是加强驻村队伍选派。坚持“区级统筹、包驻一致、因村选派、

人岗相适”原则，向 7 个脱贫退出村、10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选

派 17 名第一书记、34 名驻村队员，协助村“两委”做好脱贫监

测和产业规划、乡村治理、环境整治等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四

是强化选调生管理。制定《金台区到村任职选调生培养管理暂行

办法》、《金台区到村任职选调生工作补助资金报销流程》等，

对到村任职选调生管理培养、待遇保障、教育培训、考核评价及

补助资金使用等作出明确规定，建立“3+1”联系帮带机制，促

进到村任职选调生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实施“党群连心”工程，凝聚振兴合力。一是开展“红色暖

心”活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规范流动党员管理，加

强与外出流动党员沟通联络。积极开展“送教上门”活动，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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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弱、残疾党员及时参加组织生活。二是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纵深推进“党支部+合作社+能人大户+农户”机制，坚持把支部

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群众富在产业链上，创新“支

部＋人才+产业”模式，助推村级产业发展。永利村沙培农业、

陵辉村花海经济、周家庄田园休闲、五七村蔬菜种植等已成为产

业富民的典型样板。三是以“党建+”促乡村治理。大力推行“党

建+能人”模式，成立“乡贤能人工作室”68 个，聘请“乡贤能

人”210 人。积极发挥村级“乡贤能人工作室”作用，参与村级

事务管理、协调解决邻里纠纷、为村级发展建言献策等，创新农

村基层治理模式。

实施“保障提升”工程，增强发展动力。一是深化村级党组

织标准化建设。坚持以点带面，全面提升，扎实开展“十村示范、

百村达标”示范创建活动，巩固提升市级标准化示范村 60 个，

对标创建省级标准化示范村 8 个，聚力打造“一肩挑”示范村 8

个。二是强化经费保障。落实村级组织办公经费 138.5 万元，发

放绩效工资138万元，为568名离任村干部发放补贴45.33万元。

发放选调生工作补贴和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补贴 22 万元，解决

基层干部后顾之忧。三是加大干部关爱力度。提拔重用一线优秀

驻村干部（含第一书记）7 名，表彰省市区驻村干部 3 人、优秀

村级党组织 8 个、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11 人。1 名村党组织书记

招考为镇街副职，1 名第一书记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优秀个人、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四是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将乡村振兴战略实

绩考核纳入年度目责考核，纳入党(工)委、党组书记述职评议考

核，在评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等次时综合运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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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机制”作用，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陇县：选优驻村干部 集聚振兴合力

陇县健全乡村振兴常态化驻村帮扶机制，选精兵派强将，凝

聚推动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尽锐出战，夯实中坚力量。陇县及时出台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员选派意见，按照个人自荐、单位推荐，组织审查、

县委审定程序，坚持党务干部进“弱”村，经济管理型干部进“穷”

村，熟悉社会工作的干部进“乱”村，优先选派政治素质过硬、

热心乡村发展、工作能力突出、干事作风务实的后备干部、业务

骨干驻村。目前共为全县 25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19 个提升村和

60 个巩固村派驻第一书记 104 名，驻村工作队员 185 人，进一

步充实了乡村振兴工作力量。

严格管理，激发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员日常管理、学习培训、承诺践诺、考勤及请销假、积分制绩效

考核等制度，明确组织部直接管理责任、派出单位跟踪管理责任

和镇村两级日常管理责任，建立驻村干部抓村党组织、推进强村

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职责任务清单，完善问责“召

回”清单和奖励激励机制，确保真帮实扶、帮出实效。

聚焦重点，凝聚振兴合力。通过召开一次工作交接会、制定

一份工作计划、开展一次大走访，促使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

尽快转变角色，与村“两委”干部遇事共商、问题共解、责任共

担，形成干事创业新合力；通过常态化开展“访民情”活动，组



— 5 —

织驻村干部逐村逐户深入走访群众，宣传党的各项强农惠农政

策，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民办事服务”系列实践活

动，在倾听民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充

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政策解说员、理论宣讲员作用，积极组织开

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建党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主题宣讲会，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凝聚共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提振“四支力量”干事创业精气神，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

实施，助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先行区。

眉县：上好“四堂课”激发乡村振兴源动力

眉县把强化农村党员干部群众培训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

效手段，坚持上好“网络课”、“专题课”、“实践课”和“示

范课”，激发乡村振兴源动力。

“网络课”拓宽眼界见识。利用中、省网络干部学院、学习

强国 APP、陕西先锋、宝鸡先锋等平台，抓紧农村党员干部学习

教育。依托眉县猕猴桃学院、就业创业培训机构，开办“直播课

堂”线上学习 6 期，县融媒体中心及多部门开通抖音、快手视频

号，发布视频 100 余条，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网络学习。

“专题课”增强致富本领。县委组织部联合农业部门，精心

策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

主体班次 3 期，精心设置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培训课

程。依托猕猴桃、大樱桃等品牌产业，开发精品课程，灵活形式

开展专题培训，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现场授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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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书记、致富带头人、产业发展领军人、农技人才等担任兼职教

师，拓展延伸授课范围，丰富干部群众知识面。

“实践课”提振发展信心。依托扶眉战役革命精神培训基地，

整合县内 20 余个现场教学点资源，充分发挥农业基地、产业基

地、电商基地等示范引领作用，打造豆家堡村人居环境治理、横

渠村村风家风建设、金渠镇猕猴桃标准化建设等多个现场教学

点，形成多条精品实践学习线路，通过现场讲解、交流、点评、

总结，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弄得懂”、“学得会”。

“示范课”提升专业技能。以村为单位举办微型、小型培

训班，精心挑选优秀党员、“土专家”、“果秀才”、“乡贤”、

“能人”等作为讲师，在农户家中、田间地头设立“示范课堂”，

利用自身技术、信息等资源面对面辅导、手把手传授，灵活形式，

随时随地学习专业技能。今年举办各类培训 100 余批次，受训农

村党员干部和群众骨干 1260 人次，示范培训 71000 余人次。

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部领导，各县级干部

发：各县区委组织部，宝鸡高新区党工委组织人社部，市委各部门、市级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人教科（办公室），党的关系在市委的部

省属企事业单位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由市委管理的企业党委组织部，

机关各科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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