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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初现，永善县红光安置区的易地
搬迁群众满怀激情地开始了他们忙碌而
充满希望的一天。在永善县溪洛渡街道
红光片区以工代赈示范工程施工现场，通
过短期以工代训，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已掌
握了一至两项基本的施工技能，他们熟练
地进行沟槽开挖、支模、钢筋捆绑、混凝土
搅拌和蓄水池浇筑、水管安装等工作，呈
现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劳动景象。

红光安置区，是永善县最大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安置全县 13 个乡（镇）
3541 户 14669 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
业扶持任务艰巨，因当地没有工业企业，
就业劳动力主要是劳务输出广东、江浙
沿海一带，部分劳动力为照顾家庭无法
外出务工，就业十分困难。以工代赈项
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
件，更是对安置区“零”就业、难就业家庭
的就业扶持，有效解决了低收入群众就
业增收问题。

据红光社区党支部书记鲜波介绍，
2024年永善县溪洛渡街道红光片区以工
代赈项目的实施，带动当地群众 434 人
（其中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321 人）参与工
程就地就近就业，发放劳务报酬 331.46
万元（其中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215 万
元），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320 人（次），极
大地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促进了
搬迁群众就业。

昭通是全省脱贫人口最多和搬迁规
模最大的地级市，就业扶持是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工作的关键一环。乡亲们不出村，
就能畅享“家门口就业”的幸福，把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这是昭通市发改委党组深入
推进全市以工代赈项目，把党建和业务同
部署、同考核，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缩影。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发改委党组
已指导实施党建引领以工代赈专项项目
94 个，共带动 14653 名群众就近就地就

业增收，累计发放劳务报酬 12002.5 万
元，其中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获得报酬
2852.57万元。

“2024年，市发改委党组坚持党建与
业务‘一盘棋’谋划、‘一张图’推进，突出
党建引领，深入推进实施《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综合业务考核办法（试行）》，建立
并实施对上积极争取支持，横向服务企
业、部门，对下挂钩联系 11个县（市、区）

‘三维立体’对接、服务、联系三大工作攻
坚机制，构建‘4+N’党建引领推进工作
协作机制，紧紧围绕主业主责，在推进稳
增长、稳投资、保民生、促发展等重点工
作中切实发挥市发改委‘参谋部’‘项目
部’‘作战部’的优势作用，推进各项工作
取得了扎实成效。”昭通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说道。

如何将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昭通市发改委党组用实际行动作出解答。

以工代赈项目，不仅是一项促进就业
增收的惠民工程，更是搬迁群众参与建设
美丽家乡的难得机遇。通过组织技能培
训，能有效提升搬迁群众的就业技能，提
高就业积极性，增加收入，增强安全感、归
属感，确保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
能致富”。为找准适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的乡村，昭通市发改委党组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作用，深刻把握以工代赈政策“工
程是手段、赈济是目的”的基本内涵，统筹
指导全市以工代赈项目政策落实、项目谋
划、资金争取、工作推进。

“以工代赈项目市级服务队涉及 5个
科室 14名队员，其中党员 8人，与当地发
改部门有关股室和项目地基层党组织的
党员干部组成县级服务队和项目点服务
队。”先锋服务队队长杨洋介绍说，“我们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营造了有效组织发动项目地群
众参与以工代赈项目建设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已发动98个项目地基层
党组织牵头，506 名党员干部参与组
织、发动和服务群众，今年已下达实
施以工代赈专项项目 33 个，总投资
20993.73万元。截至目前，33个项目
地基层党组织发动 3427 名当地群众
参与建设，发放劳务报酬 2466 万元，
人均年增收达7100元。”杨洋补充道。

以工代赈，体现的是为民的初
心，是“授人以渔”的长久考量。昭通
市发改委在充分考虑11个县（市、区）
项目点发展需求和群众意愿的基础
上，按照“缺什么建什么”的原则，从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出发，把高质量实施好全市以工
代赈项目作为“书记领办”项目，市发
改委机关第二党支部作为“支部引
办”项目，突出党建引领，组建“推进
以工代赈项目高质量发展先锋服务
队”，不断提高以工代赈工作质效，让
已脱贫、易返贫的低收入群众干起
来、跑起来，让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红利。

大关县木杆镇拥有竹资源 31.5
万亩，以黄柏为主的中药材 20 万亩，是
木杆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以工代
赈项目的落地落实不仅改善了细沙村的
道路基础设施，助力群众更好地发展竹、
药产业，也为木杆镇竹文旅融合发展、
100公里旅游环线建设和细沙醉美竹园、
金山云海等特色景点打造奠定了坚实基
础，解锁了木杆未来“筇竹文旅小镇”发
展“新密码”，激活了木杆乡村全面振兴

“新引擎”。
巧家县马树镇以工代赈项目聚焦草

皮地村和小米地村低收入群众、中低技
能等群体，由基层党组织牵头，通过“培
训+上岗”的方式，对当地参与务工的农
村群众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工代训、劳动
技能集中培训等，帮助务工群众掌握实

际操作技能、学会一技之长，既保障了项
目建设，又起到了辐射带动经济发展的
作用。同时，以工代赈项目的实施还有
助于进一步完善马树镇草皮地村草莓种
植基地项目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高
农产品运输效率，有效提升乡村振兴内
生活力，有力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劳动力
就业、村容村貌提升，不断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乡村振兴。

党建赋能解难题、办实事，像这样的
案例还有很多。昭通市发改委党组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由“党组成员+其他委领
导+党支部+科室”组建的 8个工作小组，
分片包干，经常深入全市11个县（市、区）
开展政策服务、业务指导、工作对接、需求

了解等工作，有效破解了“党建、业务两张
皮”“落实、推进、督查、检查各自为政”等
机关工作难题，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
合，在统筹推进资金争取、督促指导、服务
基层、服务企业、抓工作落实、为基层减负
等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

与此同时，工作小组定期向省上对接
汇报，积极加强同市直部门和有关企业协
调沟通解决以工代赈项目政策、要素、谋
划、储备等问题。2024年，全市累计争取
到位增发国债38.2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
16.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2.46亿元、专
债 73.8 亿元；争取到位 2024 年以工代赈
专项资金20663万元，争取到位2025年提
前批以工代赈专项资金18795万元。

（图片由昭通市发改委提供）

以工代赈“燃”起乡村振兴之火
——昭通市发改委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纪实

记者 唐龙泉飞

以工代赈蓄水池修建现场。

近年来，永善县
委紧盯新时代干部
队伍建设新要求，积
极探索干部教育培
训新途径新方法，用
心用情用力奏响系
统谋划、分类施训、
学以致用“三部曲”，
全面提高干部教育
培训质量，为推动全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蓄力赋能。

坚持系统谋划
奏响干部教育培训

“前奏曲”
对标全国全省

全市新一轮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要求，以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为总体目
标，坚持早谋划、早
部署、早落实，建立

“县委统一领导、组
织部门统筹协调、县
直部门齐抓共管、乡
镇（街道）积极参与”
的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机制。

县委组织部充
分发挥部门职能作
用，广泛开展干部培
训需求调研，通过微
信、座谈交流、实地
走访、问卷调查等形
式，围绕培训对象范
围、培训课程设置、
培 训 形 式 、师 资 安
排、课程结果反馈等
方面，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围绕县委、县
政府重点工作，收集
整理各单位办班意
向，将培训班次与组
织需求、岗位需求和
干部自身需求有机
结合，科学制订年度

培训工作要点及培训计划，确保干部教育
培训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坚持分类施训
奏响干部教育培训“进行曲”

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原则，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单位、不同
岗位党员干部的特点和需求，量身定制
培训课程内容，分层分级分类开展培

训。对于“关键少数”人员，坚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干部
教育培训必修课，纳入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第一课题”，重点加强
政治理论教育、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
育、党的宗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夯实
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基础。对于科级干
部，重点开展政治能力和领导力提升、经
济建设、应急处突、廉政教育培训。对于
新录用公务员和青年干部，主要围绕政
治理论、机关工作理念方法、国家安全和
保密知识等内容开展教育培训；对于村
（社区）“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重
点加强培训党务知识、产业振兴、社会治
理、矛盾纠纷调解等，进一步提升党员干
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

云南省干部在线学习学院除开展集
中培训外，还依托“云岭先锋”App和党建
盒子，组织全县各级各部门按时参加时代
前沿知识专题讲座、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
培训班等线上各类知识讲座，定期登录

“云南省干部在线学习”后台查看学习汇
总表，对学习进度慢的参训人员及时进行
提醒，确保干部教育培训取得实效。2024
年，永善县培训党员领导干部 8000 余人
次，党员培训覆盖率达100%；举办县级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专题培训班 1期；开展“万名党员进
党校”培训31期；举办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1 期；组织县处级领导、县直各部门和乡

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到重庆大学参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暨乡村振兴能
力提升培训2期。

坚持学以致用
奏响干部教育培训“交响曲”

坚持将“学有所为、学有所用”作为检
验干部教育培训成效的落脚点，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以知促行、以学促干，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
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抢
抓东西部协作机遇，采取“走出去”的方
式，选派 119 人参加上级调训，进一步开
阔视野、更新观念，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领。

坚持将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年轻干部
的“练兵场”、考察识别的“试金石”、提拔
使用的“主阵地”，推行“一线工作法”，选
优配强村（社区）“两委”干部 140 名（其
中书记 9 名），储备培育村级后备干部
766 名，选派 16 名干部挂任乡镇（街道）
党（工）委政法副书记，招录基层治理专
干 40 名，聚焦重大项目建设、复杂矛盾
化解等开展工作，让干部在多岗位磨炼
中长见识、增才干。县委组织部采取“日
常跟踪+中期评估+期满考核”方式，开
展全周期跟踪考察，了解年轻干部工作
实绩、群众评价等，对于有一线工作经历
且表现优异的，在干部选拔任用和职级
晋升时优先考虑，激发广大年轻干部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

（图片由永善县委组织部 提供）

扎根乡土践初心 青春淬火炼真金
两碗镇石燕村党总支书记助理 高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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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秋，我背上行囊走向了乌蒙
山深处的水富市石燕村，开启了驻村选
调生的新征程。半年多来，从机关到田
间、从书本到实践、从“外来人”到“村里
人”，我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千钧之
重与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于我而言，
这段时光既是锤炼本领的“墩苗田”，更
是磨砺心性的“磨刀石”。

破茧：在“崎岖山路”中叩响初心
初到石燕村，我问村党总支书记：

“石燕村是什么样子的？”他笑而不语，指
了指介绍板上面的文字“山高路陡，沟壑
纵横，交通不便，居住分散……”“下村的
一段路，山上容易掉石头”。每当发生垮
塌，村干部总是第一时间通知村民并组
织清理，这种无畏又乐观的精神深深地
感染着我。

刚到村里工作时，我心怀忐忑，唯恐
空怀为民之心，也担心因能力欠缺而有
负党组织的期望。然而我很快就找到了
答案。我将驻村“第一犁”深耕政策沃
土，把研究生时代钻研学术的劲头用在
了政策学习上，带上政策的“种子”去走
访入户。每次走访，笔记本总是满满当
当地记录着群众的基本情况和需求，慢
慢地，我明白了政策宣传不是照本宣科
的广播，而是滴灌群众心田的细雨。这
漫山遍野的石头，终将在为民初心的叩
击下，迸发出乡村振兴的铿锵回响。

砺剑：在“一枝一叶”中锤炼担当
基层工作无小事，桩桩件件系民

生。临近蛇年春节，我意识到正是农家
自养家禽等农产品的售卖黄金期，于是
积极对接农户与单位职工，帮助农户销
售农产品近1000元。看着他们脸上喜悦
的笑容，我深刻体会到把一件件“鸡毛蒜
皮”的小事织成网，何尝不是乡村振兴中
一股微小的力量。

2025 年春节前夕，石燕村举行了迎
新春联欢活动，我以主持人的身份登上
了“村晚”舞台，怀着炽热的心向大家介
绍节目单上的民歌、民舞，看着《打鼓匠
山歌》等充满农家文化的表演，我深受
触动。活动结束后，我与村民围坐聚
餐，欢声笑语驱散了冬日的寒冷。村党
总支书记这时候问我：“你看我们石燕
村是什么样子的嘛？”我放眼望去，映入
眼帘的是温暖和谐的画面和群众醉人
的笑容……

铸魂：在“双向奔赴”中厚植情怀
驻村工作不仅是“施”与“受”的实

践，更是“心”与“心”的共鸣。我曾劝学
生小杨返校上学，在后续的回访中为她
送上学习资料，离开的时候她固执地往
我手里塞了两个橘子；曾帮助困难家庭
老吴化解矛盾纠纷、争取赔偿，一次走访
时，距离他家还有数百米，便看到他热情
地挥手，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曾与村民
共同安装路灯、一起翻山越岭巡山护林
……这些点点滴滴，恰似春夜细雨，无声
浸润心田，我懂得了“为人民服务”不仅
是使命，更是血肉相连的情谊，也明白了
驻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像漫山遍野
的云南松，干部的根系扎得越深，群众这
片沃土便越发生机盎然，我们在以心换
心、以情暖情中共生共长。

明志：在“向下扎根”中坚定信仰
基层是一本厚重的“无字书”，教会我

两堂课。一堂是“方法课”，从“理论派”到
“实践派”，我学会了用“土办法”解决“新
问题”。记得有一次村委会停水了，周边
农户的水龙头也“哑了火”，村干部老谭稍
加思索便决定用钉子给水管“放气”，“嗤”
的一声长鸣后，水流奔涌而出，这场特殊
的“水利会诊”，让我深刻领悟到看似粗粝
的“土办法”，实则是成年累月与山水对话
的生存智慧。一堂是“初心课”，在与74岁
老党员杨大爷的交谈中，他掏出泛黄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说：“当年入党宣誓时，
我就决定这辈子要跟党走、为群众做点
事。现在，我老了，该是你们年轻人担重
任的时候了，你要好好干啊！”这些话令我
如醍醐灌顶，原来选调生的光环不是“镀
金石”，而是“责任状”。

石燕村的星空格外清澈，仿佛能照
见初心。半年驻村，我褪去“书生气”，染
上“泥土香”，从“外来客”变成“自家
人”。未来的路，我将继续以“赶考”姿态
扎根乡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将青春融
入山河中，做一名心中有火、眼里有光、
脚上有泥的新时代选调生！中青班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