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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要继续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素质和战斗
力。”“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注重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基层
锻炼成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对驻村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驻村帮扶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工作中，我市继续把一大批
敢打硬仗、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干部
选派到乡村振兴一线，勇敢地扛起了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神圣使命。

建强战斗堡垒、发展富民产业、深化
乡村治理、解决群众难题……全市 611
支 1952名驻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坐上
村民炕头，访民情、听民意、察民生、解民
忧，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云中
大地上书写出驻村帮扶新篇章。

如何确保驻村帮扶取得实效？如
何确保选派干部真蹲实驻、真帮实扶、
真抓实干？我市结合实际，高位推动，
及时调整大同市干部驻村工作领导小
组组成人员，成立由市委组织部长任组
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相关行业部
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市干部驻村工作
领导小组；重新调整了 34位市级领导乡
村振兴联系点，协调市财政配套 2450万
元帮扶资金下达各县区联系点；进一步

明确帮扶单位与派驻村责任、工作、奖惩
三个捆绑，压实派出单位党委（党组）跟
踪管理责任。截至目前，各级帮扶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到村调研累计 1935人次，
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1300余个。

从严从实抓好驻村帮扶工作各个
环节，加强驻村帮扶干部日常管理，先
后印发了《大同市驻村真帮实扶政策宣
传“百日攻坚”春季行动实施方案》《关
于印发〈驻村干部工作任务清单〉的通
知》《关于印发〈大同市加强和改进驻村
帮扶工作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导各县
区和派出单位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管理
措施和办法，进一步压紧压实市县驻村
办、乡镇党委、派出单位和驻村干部责
任，充分激发驻村干部活力，引导他们
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担当。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为 了 切 实 提 高 全 市 驻 村 干 部 履 职 能
力，我市对市派驻村 （乡、镇） 工作
队长和 6 个重点帮扶县驻村办业务骨
干共计 226 人开展了专题培训，围绕
如何做好驻村帮扶工作，聚焦驻村工
作中的热点、痛点、难点、堵点进行
授课；邀请山西大学经管学院教师授
课，针对巩固衔接后评估工作、第三
方评估基本流程、巩固衔接工作基本
要点与风险点等展开讲解；邀请优秀农
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就如何做
好农村工作和驻村工作分享经验做法，
以高质量驻村干部教育培训为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
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高不高

兴是检验工作的最高标准。驻村是否
“助”出成效，群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
权。驻村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各级
驻村干部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
正纾解群众“痛点”、打通群众“堵点”、
解决群众“难点”，有力提高群众满意
度。截至目前，全市驻村干部已走访群
众 20.54 万户，新选派驻村干部实现至
少 3次遍访全覆盖。

协调市财政为每一位市派驻村第
一书记提供 5000 元工作经费；为每位
驻村干部每天提供 100 元生活补助，每
周 160 元交通补助；派出单位为每位驻
村干部购买不少于 30 万元的人身意外
伤害险，组织体检，保障冬季取暖……
严管有态度，厚爱有温度。为切实解除
驻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市县各级各相关
部门强化落实各项驻村干部关怀激励
政策，激活驻村干部“战斗力”，锻造一
支下得去、沉得住、干得好的驻村工作
队伍，推动驻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履
职尽责。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任务繁重。征途漫漫，唯有奋
斗。当前，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全市
驻村干部正以勇立潮头之势，凝心聚力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云冈区西韩岭乡谢店村过去
是一个纯农业村，长期以来，由于
缺水少肥、土地贫瘠，村民们广种
薄收。驻村工作队以改善人居环
境为切入口，杨振佳队长带着队员
先后实施了危房改造、排水排污、
绿化亮化等工程，短短两年就取得
显著成效。他针对谢店村的沙质
土壤不保肥、不保水情况，通过组
织学习、参观典型，引进膜下滴灌
水肥一体技术，在全村的玉米、杂
粮、蔬菜、瓜类等农作物种植基本
上得到应用，节水、增产、增收效果
十分明显。同时在河湾地发展林
果经济项目，引进种植香白杏苗、
大接杏苗、凯特杏苗，西梅李苗等，
果树挂果后将成为村民又一致富

“法宝”。从民生工程到产业振兴，
谢店村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的目标大步前进。

奋楫笃行践初心 书写帮扶新篇章

“大家伙看看这新磨的糕面！”
新荣区堡子湾乡杨州窑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陈海军在村民家中进行
网 络 直 播 ，为 村 民 销 售 农 产 品 。
2022 年 3 月，陈海军自筹资金建立
了堡子湾乡第一家短视频拍摄、制
作、网络运营工作室，录制乡土人
情及特色农产品等各类小视频，吸
引粉丝 2 万余人，大大提高了当地
农副产品的知名度。他通过小视
频宣传为村民销售牛、羊、鸡及各
类小杂粮等帮助村民增收，实现了
常住户人均增收近 2000 元。同时，
小视频还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
游览当地名胜，带动了旅游业的发
展。

阳高县古城镇下神峪村村委会
内，驻村工作队队长燕政正在为村
民们讲解就医政策。下神峪村驻村
工作队坚持群众的事群众定，群众
的 事 群 众 办 ，从 抓 党 建 入 手 ，聚 民
心、汇民意，组建了“九会一站”村民
自治体系，“九会一站”的成立，形成
了支委提议、“两委”商议，村民代表
大会决议，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群
众人人参与的“下神峪村自治工作
模式”。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使下
神峪村由常上访变为了零上访，人
人思进、户户争先。驻村以来，工作
队在立足发展基础农业的同时，大
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杏果基地，并且
在经济林园区建设及管理中，安排
本村村民入园工作，实现了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的梦想。杏果基地的建
设为下神峪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内生动力，真正实现从输血
到造血的蜕变。

云州区巨乐乡塔儿村坐落在采凉
山脚下，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山村。驻村
后靳宏刚带着队员们经常深入田间地
头，街头巷尾，一边帮助群众干农活，一
边和群众拉家常，把党的帮扶政策渗透
在平时的日常交谈中，在掌握村情户况
的同时，使党的政策从纸上走出来，直
入人心。在产业发展上，他组织村“两
委”干部、老党员、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代
表，多次召开座谈会，共商塔儿村的发
展方向，帮助村民建设蔬菜大棚、发展
民宿、乡村旅游、林下空地围栏养鸡、扩
大散养羊规模，并利用自媒体路径帮助
村民销售农产品。通过多方举措，改变
了塔儿村多年来的单一杏果产业结构，
开辟了该村新的发展路径。

天镇县卅里铺乡高墙框驻村工
作队第一书记张洪勇与队员们时刻
关心群众疾苦，主动为群众排忧解
难。他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次
次地深入走访，一次次促膝谈心，帮
助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增强积极向
上的斗志和勇气。几年来，工作队
从实际出发，引进种植有机旱作农
业酿酒高粱，逐年扩大种植面积的
同时，他们又引进了年产能力 300
吨、存放原浆酒 50 吨的“原浆酒加
工厂”，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
值，努力推动有机旱作酿酒高粱产
业种、售、加工，一体可持续发展的
助农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灵丘县东河南镇水涧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魏永利，驻村 2 年多以
来，把水涧村当成自己的家，把群
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充分发挥驻村
干部作用，和村“两委”班子一道统
筹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完善基础设
施、提升公共服务、发展产业惠民
等工作。申请整合资金，打造“水
涧村党参养生鸡”项目，积极拓宽
致富渠道，创办“水涧腌菜”品牌，
让广大村民利用自己家里的闲置
大 缸 腌 制 农 家 手 工 腌 菜 ，促 农 增
收。经过几年的努力，水涧村有了
很大的变化，凝聚力更强，生态环
境更美，村民收入节节高。

在浑源县南榆林乡聚兴村颐养之
家前，驻村工作队队长魏岳正在向老人
了解最近的生活情况。聚兴村是由八
个易地搬迁村共同组成的新农村，村情
民意复杂。魏岳对每家每户入户核实，
做到了户清人清，构建起涉及各个部门
的村级全员全领域信息表、村级的信息
数据库，实现了一张表可知全村事，为
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基础和
决策依据。驻村以来，工作队为聚兴村
累计争取各类资金近千万元，修建了供
水水塔、建设农村颐养之家等，显著改
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变了村容村貌；
帮助村民引进养殖企业建设大型养羊
园区；整合资金建设小杂粮加工厂、绿
色采摘大棚等发展特色产业，把聚兴村
打 造 成 了 一 个 产 业 有 特 色 、村 庄 有 亮
点、振兴有保障的示范村。

广灵县宜兴乡月明畔村工作队队长
李 景 涛 与 队 员 们 正 在 爱 心 小 食 堂 内 帮
厨。月明畔村是一个易地搬迁移民村，驻
村工作队在走访中发现该村农民有种植
技术不专业、劳动技能缺乏、村里老弱人
口占比较高等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驻村工作队有针对性地邀请当地高级农
艺师对全村种植户进行种植、施肥和农药
除草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同时多方联系销
售渠道，提前建立起农户与企业之间的桥
梁，开展订单式生产。吸纳社会力量依托
村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开 设“ 暖 心 小 食
堂”，驻村工作队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为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赢得村民肯定，助推
产业发展，实现强农富民双丰收。

左云县三屯乡三台子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陈军红与队员们在检查集中养殖场建设材料
质量。三台子村地处晋北高寒地区，村民多
以种植小杂粮和小规模养猪、养牛、养羊为
主。但小杂粮广种薄收，养殖户没有销售渠
道，养殖规模有限，养殖积极性也不高。了解
情况后，队员们联系大型企业，采取公司食
堂+职工家属+网络短视频+农户的销售方
式，帮助村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并且通
过申请专项资金，在村内开工建设容纳 1600
只羊、60 头牛的集中养殖场，改变传统人畜
混居的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在提升村民养殖
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同时，有效改善了村
民人居环境。驻村工作队队员们，用脚步丈
量村情，放下“身子”，迈开“步子”，挑起“担
子”，融入村民中，闯出以养羊为主，以种植产
量较高的玉米、黄芥和豆类作物为辅的可持
续增收的致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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