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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晓峰对《党建引领一

盘棋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水》作出批示：“开化县委高度重视乡村

振兴党建示范带建设，‘五大振兴’有思路、有办法、有实效，

值得各地学习借鉴。”现将该信息全文刊发，供参阅。  

 
 

党建引领一盘棋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水 
 

近年来，开化县委始终坚持“红色传承、绿色发展”这一主

题，深入聚焦乡村振兴这一战略，打造 21 条“强富美”乡村振

兴党建示范带，以一带十、以十带百，示范引领全县党员干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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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加快新时代乡村振兴步伐，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市

场优势、富民优势。2017 年，获得省绿色发展财政奖补资金 7.37

亿元，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全县农业增加值增幅居全市第一，

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居全市第二。华埠镇上榜 2018 年度全国综合

实力千强镇，位列第 372 名。 

 

一切工作到支部，组织振兴领航 

 

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保障。开化县委紧扣“党建统领活的

灵魂”要求，全面推进“三个三”基层党建工程，一切工作到支

部、一切力量到乡村，推动组织振兴，发挥统领作用。 

组团联到村。抓实“周二无会日”制度，80 个部门的 510

名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到 255 个村，担任组团联村领队、第一书记，

实施网格点单、平台派单、团长接单、群众验单“四单制”，把

政策、资金带到乡村、送到地头，把智慧、服务融进乡村振兴产

业链条、生产环节。 大溪边乡地处偏远，县农业局组建组团联

村专家服务团，上门服务、随叫随到，帮扶种植红高粱，3 年内，

实现由 1 村种植变 10 村种植，由不到 200 亩发展到 2200 亩，“高

粱满山岗、酒香大溪边”的红高粱小镇雏形展现。 

小组联到网。依托治理网格，建立党小组，用好、用活议事

协商“四步走”（一提二议三决四做）机制，把群众诉求解决

在网格，把代办事项落实到党员。林山乡禄源村梅岭自然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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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户农户下山异地搬迁到 60 公里远的池淮镇，方便生活，但

因户籍在林山，不便办事，禄源村党支部在此组建党小组，每月

一次主题活动，落实群众代办事项，实现农户离乡不离“家”。  

党员联到户。围绕中心工作、群众亟需解决的问题，实施“1+

Ｎ”联户包事机制，一名党员联系若干农户，包干若干事项，建

立“四个一”（包事一清单、连心一卡片、民情一张表、工作一

手册）机制，实现“五到位”（政策宣讲、民意收集、咨询答疑、

诉求解决、感情传递），唤醒党员、唤起群众。杨林镇通过“1+X”

党员联户包事办法，一周内摸清“一户两宅”75 户，半个月内

全面完成“一户多宅”整治，实现农村建房服务及风貌提升服务

管理走在全县前列。 

 

一种红色基因在传承，生态振兴催发 

 

乡村振兴，生态振兴是基础。开化县委始终坚持激发党员的

主体意识和主体作用，以党员示范引领，教育群众保护生态、建

美家园。 

一个约定，“植树拜年”不破立。好的生态是最优的资源，

保护生态是党员最大的职责。多年来，开化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

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金星村有一个传统，农历新年初一，全村

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一起上山植树。全县有一个约定，春节上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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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所有的党员干部参加绿化种树，“植树拜年”从 1982 年开

始，坚持了 36 年，实现了全县森林覆盖率 80.8%，如今开化是

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 9 个生态良好地区之一。 

一个规矩，“十条红线”不逾越。开化县委全面实施“两约

一训”机制（党员自律公约、村民自治公约、家规家训），探索

“党员引领、群众自治”的源头生态保护模式。把保护生态环境

列入入党“十项条件”，把带头绿化彩化放进党员日常管理“十

条规定”，把非法采砂、电鱼毒鱼、盗伐林木、违规排放污水废

水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为不合格党员“十条红线”内容。把

“杀猪禁伐”“杀猪敬渔”写进村规民约。全县 255 个村书记担

任河长、255 个村主任担任塘长，8000 余名农村党员志愿参加护

河、巡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位党员护林员坚守大山

30 年终不悔。 

 

一场红色战役在打响，产业振兴催生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点。开化县委始终坚持围绕产业发

展抓基层组织建设，打响产业振兴新战役，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 

一场讨论吹响了集结号。“致富路上，不让一个村掉队”，这

是开化县委对 255 个村许下的不变承诺。在今年的大整风“十大”

行动中，县委坚决贯彻市委指示，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大学

习大调研大讨论”号令，组团联村干部、生态指导员、一长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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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到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网格议事厅，寓外乡贤、在家农户共

同参与，开展“乡村振兴”大讨论。大讨论中，仅乡村产业发展

方面的合理化建议，全县就征集到 232 条。  
一批支部凝聚了新力量。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

里。开化县委始终把支部建在乡村振兴的产业链上、合作社里，

党员示范，共克时艰，共促发展，截止目前，全县共建立产业支

部 28 个，合作社支部 56 个。同时，探索“村村结对”“村企结

对”模式，有效帮助 15 个后进村成功转化，实现资源共享、人

才共培、市场共拓。 
一项评定激发了新动力。在村级组织换届“回头看”中，全

面开展村党组织和村两委干部红黄灰“三色”考核评定，干部答

卷、群众阅卷，让数字说话、以实绩论英雄，激励农村基层党组

织和村两委干部勇于担当、创业干事。组织 85 名“红色”村干

部到消薄结对县诸暨市蹲点学习，组织 81 名“黄色”村干部到

市委党校集中“歇职教育”，停发待遇 2 个月；35 名“灰色”干

部被责令辞职、罢免或免职。这一举措在全县农村党员干部中引

起强烈震动，形成有力鞭笞。 

 

一个“红色细胞”被激活，人才振兴发力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根本。开化县委始终坚持把乡村人才

队伍建设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培养乡土人才，引导乡

贤回归，建设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队伍。 

将人才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人才。一方面，实施“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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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乡土人才”培训工程，开展“乡土八师”（根艺师、茶艺师、

气糕师、评茶师、清水鱼养殖师、名厨师、陶艺师、民间工艺师）

培育。另一方面，敞开大门，积极吸收各类乡土人才加入党组织。

金星村一位年轻小伙，曾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小混混，结婚

成家后，生活一度难以为继，党支部干部个人出资借钱给他办民

宿，因肯专研、善学习，现已成为该村民宿产业带头人。他致富

不忘感党恩，向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在今年“七一”前夕，

党员大会全票通过，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成立乡贤工作室，让乡雁回归、乡音回乡。充分发挥驻外创

业支部、异地商会支部的引线纽带作用，完善乡贤信息库，构建

乡贤人才电子地图。成立乡贤理事会，建立乡贤工作室，探索“民

荐事聘”“以事定贤”等机制，召开开化人发展大会，开展“百

名乡贤助百村”行动，充分发挥乡贤在智慧引进、招商引资、乡

风文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起乡村振兴凝心聚力“一盘棋”。

自今年年初以来，已聘请乡贤顾问 278 人，达成“乡贤认领挂

联乡村产业项目”75 个，为各村献计献策 320 余项。  

 

一份“红色情怀”被唤起，文化振兴彰显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支撑。开化县委始终坚持弘扬革命老

区的红色精神，激发党员群众红色情怀，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推动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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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红色文化高地拔起。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将“精

神家园”这一理念贯穿始终，以“一村一品”为特色，广泛传播

红色文化，以党风引领乡风、促进民风。齐溪镇龙门村推行“红

色文化传承、太极文化到户、礼仪文化到人”，组织村民练太极、

唱村歌，大大提振了村民精神风貌。杨林镇东坑口村推行“以孝

治村”，干部做给党员看，党员做给群众看，深入开展“好媳妇”

“模范家庭”“孝敬之星”评选，促进民风村风和谐。 

一座红色精神丰碑树起。在开化的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爱党、

爱家、爱人民已蔚然成风，他们的言行举止感化了村民，教育群

众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桐村镇严村有着 42 年党龄的 80 岁

老党员陈强龙，生活不富裕，但在临终前，捐献了 10 万元助力

村文化礼堂建设。这位老党员临终的决定感动了一村人，如今崭

新的文化礼堂建成，已成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的主要阵地。 

 

 

 

 

 

 

送：各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本部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组织部，本部各处室 

中共衢州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