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区乡村振兴“一村一年一事”行动有效解决了
一批批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和乡村繁荣发展的问题，
广袤的宁夏山川，农民富、产业兴、乡村美的新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记者整理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只
是“一村一年一事”行动4年来累计办理8422件事
项的一个缩影。

● 银川市永宁县望洪镇东和村采取“支部+
农户”的共富联合体模式，投资530万元，建设设
施温棚15栋，每栋温棚农户年增收5万元。

●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果园村整合资
金350万元，维修砌护围墙900米，铺设面包砖
12000平方米，砌护沟渠710米。

● 吴忠市利通区改造提升马家大湾村、早元
村、蔡桥等村设施温棚220座以上，探索成立“产
业联盟”、“联合党委”等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多
措并举提升农村居民收入。

● 固原市彭阳县打造羊坊村无毒示范村，建
设无毒文明广场1处，新建老年饭桌1处，配套餐
厅、饭桌等设备，维修村部2个，维修村文化广场、
舞台6个，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打造“人民调解+”
七联动工作体系，建成宁夏首家乡村治理中心，被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评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乡镇。

● 吴忠市盐池县惠安堡镇大坝村采取统一
托管的形式，种植黄花菜4000多亩，年产鲜黄花
菜5000余吨，产值3000多万元，解决脱贫户就
业30多人。

● 固原市西吉县沙沟乡大寨村、顾沟村利用
光伏公益性岗位项目，投资 160万元为周边农户
提供就业岗位 18个，清理村街道路、村庄周边积
存垃圾，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盐池县惠苑、惠泽村新建两个零工市场，引
导900名就业困难人员从事临时性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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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价格瞬息万变，去年，青铜峡市叶
盛镇蒋滩村 4栋大棚辣椒获丰收，可是，辣
椒价格却持续低迷。该村党支部书记包辉
和副书记陶小波四处联系商贩，虽然最后
全卖了出去，但一算账，亏了 2万多元。菜
农说：“亏了也比烂在地里强”。

2021年，蒋滩村开始种植朝天椒，为村
民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村民赚到钱都
很开心，包辉却看到了危机：辣椒种植面积
大，万一遭遇价格寒流，该如何应对？辣椒
产业链条如何延长？

这 2 万元的亏损，让包辉作出一个决
定：建辣椒酱厂。村民大会上，村两委的这
个想法，获得了全体村民代表的支持。

建厂需要人财物。“厂房和工人都没问
题，”陶小波说，最大的难题是没钱买设备。

2020 年，我区开始实施“一村一年一
事”行动，每年为每个行政村办好一件实
事，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产
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公共服务、

农村改革等方面短板弱项着手，自治区、
市、县、乡、村五级都行动起来，统筹整合
涉农资金，凝聚各地各部门力量，吸引社
会资本投入，推进资金、技术、人员向村
一级集中。

2023 年，“及时雨”落到了蒋滩村。5
月，依托“一村一年一事”行动，青铜峡市统
筹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为蒋滩村购买了加工设备。9月，辣椒酱加
工厂投产。第一批辣椒酱产出时，恰巧赶
上农民丰收节，仅几个小时，3000瓶辣椒酱
就销售一空。

趁热打铁，包辉带着几箱辣椒酱去参
加区外的农产品展会。“好吃！好吃！”陕西
一客商品尝后赞不绝口，当即签订了 3 万
瓶的订单。

“一村一年一事”行动在产业发展方面
的焦点在哪儿？自治区农办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该行动与培强做优优势产业有机结
合，聚焦粮食生产和葡萄酒、枸杞、牛奶、肉

牛、滩羊、冷凉蔬菜等重点产业，重点解决
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特色种养，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
电商培育，农产品商标注册、分拣、包装、加
工、流通、销售等环节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在务工培训中表现优秀，村里奖励村
民唐文峡 4 瓶辣椒酱。拿着辣椒酱，唐文
峡打起了“小算盘”。

“儿子，辣椒酱给你，明天你请同事一
起吃，顺便给村里的辣椒酱做宣传。”唐文
峡说。

“今年，村里计划持续推广鲜椒酱，
争取为村辣椒产业开拓更大的市场，为
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1 月 14 日，陶小
波说。

“一村一年一事”行动实行自治区、市、
县、乡、村五级清单管理，全区统一清单内
容及管理模式，明确列出事项名称、工作内
容、责任单位、责任人、完成时限、资金来
源、办理进度等，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 村里落了及时雨

有 100多年历史的石嘴山市平罗县高
仁乡六顷地村坐落在陶乐镇以南 3 公里，
连接着毛乌素沙漠和黄河，西瓜、小麦、白
菜是村里的主要农作物。村里 4.5米宽的
中心路不仅是村民日常耕种、出门干活的
必经之路，还承担着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
重任。

可这条路却成了全村人的揪心路。
几个月前，村民靳永凤骑电动车去田

里干活。刚出村巷，一辆汽车呼啸而来，
她避让车辆时摔倒，胳膊受伤。

村民桂宁和李红玲夫妻开着电动车
在路上行驶，对向行驶的车辆为躲避前方
的三轮车，一把方向没掌控好，把桂宁和
李红玲夫妻俩直接顶进了田里，致使李红
玲腰部受伤。

这条路为什么经常发生交通意外？

因为路又破又窄。
路窄又破，出行存在安全隐患不说，

村里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也受到限制。
从“乐海山”沙漠西瓜合作社到百年老树
农庄，必经这条路。借助地理位置优势，
该村建设了怀旧文化基地以及采摘大棚，
想把 3 个乡村旅游景点串起来。可因为
路太窄，无法实现人车分离，影响游客游
玩的体验感。

张学山表示，修路这件事在他脑海里
规划了无数次，但苦于没有资金一直未能
实现。

“一村一年一事”行动办理事项的确
立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紧盯广大群众
关切的热点难点，从能办的事、必办的事
和老百姓的小事、难事入手，确保群众获
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2023 年 9 月，平罗县借助乡村振兴
“一村一年一事”行动项目，为六顷地村筹
措各类资金，用于巷道环境改造提升。最
终，六顷地村将中心路两旁的土坡改造成
人行步道，道路扩宽的同时实现了人车
分离。

交通安全、街道干净、乡村振兴文创
元素新颖……在六顷地村，村民和游客一
同享受乡村环境的舒适。

自治区党委农办工作人员表示，我区
将“一村一年一事”行动与乡村建设有机
结合，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
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

白远志是六顷地村里有名的作家，他
以本村为背景，创作过文学作品。他说：

“‘一村一年一事’为村民办了实事，我给
村里的环境打 90分。”

■ 破路修好村变靓

从 2020年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
镇星光村村“两委”多了一项创新举措——

“一村一年一事”行动村民议事会，出行难、
上学难、就医难、卖农产品难，都会通过现
场商讨，给出解决方案。

农民是乡村的主人。我区把加强党的
领导与发挥群众主人翁作用有机结合，将

“一村一年一事”行动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深度融合，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形成了

“党建引领、群众主体，共建共享”的良好
局面。

走进盐池县花马池镇四墩子村曹泥洼
民俗自然村果蔬大棚，游客们兴致勃勃地
采摘，享受着田园乐趣。在“一村一年一
事”行动助力下，近年来，我区充分挖掘本
土资源优势，让农业从传统种养向加工销
售、旅游观光不断延伸，实现单一业态向多
业态融合的华丽转身。

我区把“一村一年一事”行动作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变“先富带后
富”为“实现共同富裕”，瞄准群众期盼的需
求点服务群众，精准发力，从农民群众最关
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加快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缩小城乡、山川
发展差距，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金凤区丰登镇润丰村
是自治区“十三五”生态移民村，经过多年
的发展，现如今的润丰村村庄基础设施完
善、公共服务齐全，村民学有所教、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日子越过越舒心。

走进沙坡头区迎水桥镇何滩村，村容
村貌干净整洁，乡风民风和谐淳朴。从
2020 年起，村里自发成立孝老爱亲、移风
易俗等志愿服务队，从小事入手解决村
务，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思想境界
和文化素养。“一村一年一事”行动作为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变“治理
之困”为“乡村善治”，着力构建自治、德
治、法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
牢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基础。

要办的事，村民提；难办的事，各级帮；
干事的钱，多方筹。变“干事找钱”为“钱随
事走”，形成了“人钱事”等要素下沉基层。
自治区财政每年拿出 2000 万元对工作突
出的县（区）进行表彰奖励，评选 400 个行
政村，每个村以奖代补 5万元，各级各部门
统筹项目和资金，将考评奖励资金的小投
入与撬动各类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大投
入有机结合，以“点上提升”带动“面上辐
射”，发挥了“一村一年一事”行动在乡村全
面振兴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放大效应。

今年，我区将持续深入推进“一村一年
一事”行动，在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上实
现新的提升。

■ 瞄准需求点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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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唐 文 峡 推 销 村
里生产的辣椒酱。

道路扩宽、人车分
离，村民走在步道上。

从 修 好 一 条 路
到点亮一条路的路
灯，从改造好一座厕
所到持续推进厕所
革命，从帮助几户村
民就业到建起增收
产 业 …… 自 我 区 开
展“一村一年一事”
行动以来，各地从群
众最关心、最迫切、
最现实的问题入手，
每年为每个行政村
办好一件实事，解决
了不少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的问题，办成
了不少群众普遍认
可的好事、实事。

也 许 有 人 会 质
疑，一年办一件，是
不是太少了？但着
眼于实际就会发现，
宁夏 2000 多个行政
村，每办成一件事，
就是一个积小胜为
大胜、积跬步至千里
的过程。何况，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何其
繁杂，从细处入手，
工作才会日见成效；
着眼于精致，工作才
会被群众认可。过
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事情看起来细小琐碎，却和村
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想要办好，
办到群众心坎里，并非易事。只有
坚持把村民的“小事情”当作大事
来办，认真研究解决好每一件小
事，从点滴做起、从枝末抓起，一件
件解决、一步步改善，才能真正把
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如果只是
一味靠量堆砌，东敲一下、西砸一
下，看似声势很大，做了很多事，却
很有可能陷入政绩工程的泥沼，不
仅村民关心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
会离群众的心越来越远。

小事连民心、小事显党心。习
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我
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
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
子。“一村一年一事”行动的有效开
展，正是对这句话的生动阐释。做
好农村工作，就是要从村民普遍关
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
发，瞅准问题迎难而上、咬住不放，
当下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一时解决
不了的，也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
在一件件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
中涉险滩、破难题，哪怕一时看不
到成绩，也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一抓到底，办好小而美，做到小
而精。

鼓足干劲、振奋精神、真抓实
干，把村民关心的事一件一件办
好，就一定能在新的一年推动我区
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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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顷地村环境变美了。

冬季的采摘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