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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初冬时节，走进古浪县富民新村丝

路寒旱农业示范基地，日光温室鳞次栉

比，大棚里各种蔬菜长势正旺；在现代

养殖产业园标准化羊舍里，羊儿正在悠

闲进食……以“种植区、现代农业示范

区、养殖区、经济林果基地”为主的村集

体经济产业园区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武威市坚持把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强化党建引领，大力实施村集体经

济倍增计划，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有效路径，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呈现多点开花、增量提质的良好态势。

高位推进聚合力

“我们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列为基层

党建‘书记项目’，建立市级统筹推进、县级

全面负责、乡镇组织实施、村级推动落地的

四级联动体系，有力凝聚各方力量推进村集

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壮大。”武威市委组织

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武威市制定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清

单、强化党建引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五

年行动计划等指导性文件，在产业发展、项

目扶持、金融服务、税费减免、土地水电资源

要素配置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全力推动村

集体经济发展。

同时，把发展村集体经济情况作为评判

干部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纳入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年度实绩考核、县乡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

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评先评优的重要

依据，对进展缓慢、未达到年度目标的约谈

督 促 ，对 作 风 不 实、工 作 不 力 的 严 肃 处 理。

今年以来，当地先后调整不称职不胜任乡镇

领导班子成员 9 名、村党组织书记 9 名。

盘活资源促提升

和面、制馅、包制……在凉州区松树镇南

河村水饺加工车间，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经

过制馅、压皮、包制等环节，一个个饺子经冷

冻锁鲜封装成箱后，被运往省内各地市场。

今年 10 月，南河村党支部积极盘活闲置

厂 房 ，通 过 村 企 联 建 的 方 式 建 成 水 饺 加 工

厂，产值可观，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吸

纳周边村劳动力就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饺子厂建起来后，我就来这务工，一个

月有 3000 多元的收入，既能照顾家里，还能

挣工资，这日子幸福着哩。”南河村村民曹亚

利高兴地说。

相距不过 50 公里的天祝县祁连镇马场

滩村，火热的乡村旅游业激发了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强劲活力。

“今年我们利用 30 余亩闲置林地打造了

集‘露营+亲子团建+自助烧烤+围炉火锅+

网红打卡’于一体的‘山野里’露营地，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目前

我们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91.15 万元、同比

增长 188%。”天祝县祁连镇马场滩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廷泽信心满满地说。

为深入挖掘发展潜力，盘活资源要素，

整体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武威市组建

成立村集体经济发展顾问团，指导帮助基层

解决技术支持不够、管理经验不足、“三资”

增值困难等问题。

同 时 ，武 威 强 化 县 级 党 委 抓 乡 促 村 责

任，帮助乡村理清发展思路，积极探索资源

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发展

路 子 ，有 力 拓 宽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渠 道 。 目

前，全市村资源发包收入和村集体经济组织

自主种养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 28.2%。

组织推动夯基础

“我们可以找一家龙头企业入股，‘借鸡

生蛋’收入也稳当。”“我觉得还是要搞实体

产业”……日前，在古浪县兴堡乡兴民新村

村“两委”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为发展村

集体经济出谋划策。

作为驻村帮扶工作队第一书记兼队长，

酒钢集团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助

理工程师王斌先已在兴民新村任职 3 个年

头，三年来，他积极参与村级事务，帮助指导

兴民新村村“两委”班子理思路、找出路，团

结带领党员群众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全村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村集

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转变。

“我们充分发挥集团资源优势，在帮助

兴民新村发展集体经济、建设和美乡村上出

主意、想办法，筹集帮扶资金 70 万元帮助村

里发展集体经济。目前，村里集体经济收入

已达 244.69 万元。”王斌先说。

武威市建立帮扶单位与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所在村集体经济发展捆绑责任制，

引导帮扶单位与帮扶村结成共建对子，力所

能及支持帮扶村发展集体经济。今年以来，

全市有 706 个帮扶单位落实扶持项目和资金

2379.22 万元。

同时，武威市强化人才支撑，从市县直

部门选派 29 名优秀年轻干部到乡镇挂职、72

名选调生到村任职、1684 名科技特派员下沉

一线指导服务，组建 309 支驻村工作队 982

名队员常态化驻村，为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精准施策强动能

发展特色产业，是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增

收的关键。武威市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强筋壮骨”，积极探索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新模式，为乡村振

兴注入“源头活水”。

过去，凉州区大柳镇西瓜种植以农户分

散经营为主，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种植品

种 单 一 ，西 瓜 产 量 虽 大 ，但 整 体 效 益 不 高。

为了破解制约西瓜产业发展的瓶颈，大柳镇

党委依托产业优势，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营+村级股份经济合

作 社 全 面 参 与”运 行 机 制 ，走 基 地 化、规 模

化、集约化、品牌化的路径，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率先建成凉州区首个村集体经济产业

园，探索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今年截至目前，已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140 余万元。”凉州区大柳镇西瓜小镇产业基

地党支部副书记张艳霞说，通过集体经济产

业园的示范引领，大柳镇已建成新型全型钢

架温室近 700 座，推广种植新品种 1500 多

亩，形成了年产值 3600 万元以上，村均集体

经济收入超 20 万元的产业集群。

武威市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

展五年行动和村集体经济倍增计划，先后争取

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持资金 1.38亿元，撬动

整合投入各类资金 14.75 亿元，全面推行区域

联动、强弱联动、村企联动等方式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因地因势发展现代农业、休闲旅

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全面做好“土特产”文章。

今年三季度，武威市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实现 25040.82 万元，村均收入达到 23.83 万

元，同比增长 100.7%。

武威武威：：党建引领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增量提质党建引领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增量提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初冬时节，走进张家川县“羊阿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速食方便粉丝生产车间，全自动粉丝生产设备和包装设备

等一应俱全，工人们忙着将调配好的马铃薯淀粉液体通过

设备进行蒸熟、切丝、装箱、烘干、打包、装盒塑封等，通过完

整的生产流程后，速食方便粉丝便可进入市场销售。

据悉，“羊阿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今年初筹划建设

的，11 月初正式批量生产，每天的生产量在 1.2 万盒左右。

目前，已经从广州、上海、安徽、陕西等地找到了固定的代理

商和经销商，预计年产值达 2000 万元。

“为了做好‘羊阿洋’系列产品，我们前期可没少下功夫。”

“羊阿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靖说，就拿酸辣粉的调味

料包和酱包来说，经过多方调研考察以及公司技术团队不断研

发配比，最终确定了能够更好激发酸辣粉香味的调料。

“羊阿洋”系列产品的问世，是张家川县村企共建产业

发展模式的缩影。

2023 年，张家川县平安乡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村企结对

共建机制，整合产业发展资金 400 万元，与淀粉加工企业合

作成立了“羊阿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提高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的同时，开辟了村民致富增收新的路径。

“我们以‘党支部＋企业＋股份合作社’模式积极带动

村民种植土豆，通过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统一模式，让

‘土豆产业’真正成为惠农惠民的好产业。”平安乡党委书记

李臻说，投资收益，由经营主体与村集体按比例进行分红。

“目前，生产线每天至少需要 11 吨土豆、2 吨淀粉。”杨

靖说，我们公司推向市场的酸辣粉和麻辣粉非常受欢迎，后

期还将开发牛肉粉丝汤、鸡肉粉丝汤等产品。

“羊阿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速食方便粉丝生产线的运

行，也为张家川县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截至目

前，整个产业链就业人员达 200 人。

负责仓库管理的马军告诉记者，来公司务工已经半年

多了，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有了可观的收入。

李臻告诉记者，村民订单式种植土豆，再加上经营分

红，平安乡 8 个村每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可增加 3 至 10 万

元。平安乡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194.68 万元，村均收入 24.3

万元。

“羊阿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张家川县探索全产业链

新发展路径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张家川县立足产业优

势，积极布局农产品加工业，进一步延伸种植、加工、销售等

增效链条促进群众增收。

张家川县

培育壮大全产业链
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彭 雯

靖远县高湾镇文崖村种植硒砂瓜 2.5

万亩。今年夏天，受旱情影响，文崖村硒

砂瓜产业面临困境。

作为文崖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的吴顺鹏，第一时间将村里的情况上

报，争取到帮扶资金 55 万元，为村里打了

一眼 400 米深的水源机井，拉设了 1100

米机井供电线路，覆盖 3 个村民小组，有

效缓解了旱情对当地生产生活的影响，帮

助全村硒砂瓜亩产稳定在 4000 斤左右。

修建西瓜市场和文化广场、助农助

学……2021 年来到文崖村驻村帮扶的吴

顺鹏，两年多时间里，带领工作队走遍了文

崖村的每个角落，为村里办了一件件实事。

“应为尽为、应帮尽帮，为村民群众

化解急难愁盼事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吴

顺鹏说。

吴顺鹏扎根基层干事创业、为民解

忧，是靖远县数百名驻村帮扶干部的缩

影，也是该县加强驻村帮扶队伍建设取得

的成果。

“今年以来，靖远县着力健全‘选、育、

管、用’工作机制，全面提升驻村帮扶工作成

效，着力打造一支坚强可靠的驻村帮扶工作

队伍。”靖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马维强说。

靖远县坚持县级统筹、精准选派，按

照“先定村、再定人”原则，对全县 90 个脱

贫村、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5

个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10 个党组织软

弱涣散村“四类村”做到驻村帮扶工作队

“应派尽派”、选优培强，为帮扶村送去了

一个个像吴顺鹏一样助力乡村振兴的“多

面手”与带头人。目前，全县共有驻村帮

扶工作队 94 支、工作队员 287 名。

为提升驻村干部的能力素质和帮扶

工作成效，今年，靖远县强化教育培训，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县一级开

展 了 2 轮 集 中 培 训 ，组 织 120 名 驻 村 帮

扶第一书记和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参加市

级层面培训。县乡村三级共开展“岗位

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 550 余场次。

同时，落实“师带徒”机制，确定 159 名经

验丰富的“老队员”帮带 128 名自去年以

来 新 选 派 的 驻 村 干 部 ，进 村 入 户 ，问 收

入、查保障、听诉求、解难题，在实际工作

中传经验、教办法，帮助新队员融得进、

驻得住、有成效。

“我们靠实组织、纪检和乡村振兴部

门督导管理、乡镇党委属地管理、派出单

位跟踪管理三位一体的管理责任，严格工

作考核、纪检监督等措施，做到日常考勤、

任务落实、工作日志、走访台账‘四个统

一’，推动驻村工作队认真履职。”马维强

告诉记者。

每月召开驻村帮扶工作总队长会议、

每季度进行一次量化考核……靖远县还

进一步加强对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日常管

理，要求驻村干部干在日常、抓在平常、严

在经常。

同时，引导工作队积极主动参与产业

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人居环境等重

点工作，协助村“两委”规范村务运行，完

善村民自治、议事决策、民主协商等机制，

开展全覆盖入户大走访，对“三类户”和困

难群众开展走访慰问、帮办实事，以务实

的工作作风真扎实驻，推动党的惠民政策

落地见效。

今年以来，靖远县驻村工作队化解矛

盾纠纷 320 余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00 余件。

靖远靖远：：选优培强用好驻村帮扶力量选优培强用好驻村帮扶力量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薛砚 通讯员 闫丽婷

今年，兰州市红古区窑街街道聚焦“关键小事”，做实

“民生大事”，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事，加强

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我父亲身患重病，一家人正为治疗费用发愁，街道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入户了解情况，帮助我们申请了2.3万元的临时救助

金，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红古区窑街街道居民铁先生说。

红古区窑街街道今年大力开展“结对帮扶·爱心窑街”工

程，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解民忧、服务群众办实事”，定

期开展“上门认亲”走访入户行动，帮助解决结对帮扶困难户的

烦心事、忧心事、糟心事。截至目前，街道已有47名党员干部结

对辖区14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93名残疾人。

同时，街道党工委依托“大工委”优势，积极倡导辖区爱

心企业家、爱心社会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结对帮扶·爱心

窑街”工程。截至目前，已组织辖区党员干部、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等开展关爱独居老人、电诈知识讲座、义诊义剪、“春

风救援月”就业援助等民生服务活动百余次。

“书记，我们小区 1 号楼 2 楼、3 楼的两户居民闹矛盾

了，您和我们一起去入户了解一下情况吧。”这是窑街街道

下街社区党委书记最近接到的一通居民热心电话。

通过入户了解得知，两户居民因下水堵塞没有及时沟通而

产生了误解，对此，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物业维修人员尽快

前来维修，并将两家住户约在一起调解，让他们“握手言和”。

今年以来，窑街街道创新“1+9+N”网格管理模式，借

助网格员和热心群众的力量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触角延伸

到基层治理末梢，推动网格治理与矛盾化解融合共治，让辖

区群众真正“小事不出网格、急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切实把小矛盾化解在基层，维

护好辖区社会大稳定。目前，窑街街道已借助网格集中解

决各村社部分楼院暖气不热、阀门冻裂、楼顶漏水、下水管

道堵塞等各类民生问题 100 余件，调解一般家庭类、邻里类

矛盾 104 起，调解成功率 100%。

红古区

聚焦民生“关键小事”
做好基层治理大文章

近年来，临泽县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党建”

的工作理念，聚焦产业发展、集体经济、人才队伍、基层治理四个着力

点，大力发展乡村种植养殖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临泽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凉州区大柳镇西瓜小镇产业基地。 本组图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金奉乾

村民在古浪越海农业现代智能温室里采摘番茄。

村民在民勤县重兴镇红旗村现代农业产业园采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