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育培优锻造年轻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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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州区原州区：：党建引领绘就发展新蓝图党建引领绘就发展新蓝图

今年以来，固原市原州区委组织部以
开展“组织工作新担当新作为”实践活动
为抓手，通过培养年轻干部、“组团式”帮扶、
跨村交流任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深化
农村“两个带头人”工程，为原州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近年来，原州区坚持把年轻干部
培养摆在重要位置，从教育培训、实践
磨砺、严管厚爱三个方面给年轻干部
压担子、搭台子、给位子，努力打造一
支当下有活力、发展有潜力、未来有竞
争力的优秀年轻干部队伍。

2021 年原州区招录的选调生张
倩，在张易镇驼巷村担任 2年村支书助
理。到村任职期间，她自觉跟随村“两
委”加强学习，定期到脱贫户、监测户
家中走访，详细了解困难人员的健康
状况和生活基本情况。在一点一滴地
积累中，她与村民越来越熟络，对基层
工作越来越熟悉，为后续工作打牢了

基础、筑牢了根基。
2024年 8月，经考察推荐，张倩担

任原州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主要分
管“山水工程”项目、土地要素保障、耕
地保护等多项业务工作，虽然她是国
土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是对于
分管业务的政策、工作流程等还有很
多不懂的地方。在组织的悉心帮助和
培养下，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
持下，她转变角色，从“业务小白”迅速
成长为“业务能手”。

原州区通过“储一批、提一批、
挂一批”的方式培养年轻干部，推
荐储备优秀年轻科级干部 61 名、一

般干部 83 名。同时，大力实施一线
培养计划，把 69 名年轻干部充实到
乡镇（街道）成长历练；下派 89 名年
轻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切实提高处理复杂问题和群众
工作能力。选配 102 名政治素质高、
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担任新招
录公务员“导师”；14 名新招录公务员
到信访部门挂职锻炼，20 名年轻专业
技术干部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交
流学习。聚焦干部专业不对口、不
适宜现职等问题，实施“专业归位”
工程，26 名优秀年轻干部转任回归专
业岗位。

12月 17日，原州区人民医院环境
整洁有序，医护人员忙碌地为患者提
供细致周到的医疗服务。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银
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组团式”医疗帮扶
专家周梅和师卫华凭借丰富的临床经
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不仅在医疗救
治一线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诊疗服
务，还积极参与医院管理、教学查房、
病例讨论等活动，毫无保留地将自己
的经验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

2024 年，11 名第三轮“组团式”帮
扶队员进驻原州区人民医院，带来了
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理念。“我们不
仅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更要通过‘传
帮带’，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伍。”周梅说。

在人才培养方面，原州区人民医
院通过“师带徒”模式，培养了一大批
本土医疗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能
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成为医院发展
的中坚力量。据了解，该模式已培养
82人，同时选派 46名业务骨干到帮扶
医院进修学习。

原州区强化作用发挥，深化多层
次、多方式、多渠道“组团式”帮扶，现
有 11 名医生、10 名教师、14 名科技专
家在原州区开展帮扶工作。各帮扶团
队针对原州区教育、医疗、科技领域薄
弱环节“对症下药”，加强重点学科建
设，开展产业技术指导、品种引进推
广、技术瓶颈攻关等科技服务工作，通
过“师带徒”方式，帮带培养本土人才，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原州区健全完善“组团式”帮扶干
部人才管理监督和激励评价机制，坚
持严管厚爱，按照中组部和自治区党
委组织部的要求，建立帮扶团队季度
报告制度。2022 年以来，原州区向帮
扶专家人才派出单位推荐优秀等次人
数9人。

截至目前，原州区医疗团采取“师
带徒”方式，培养青年骨干医生 82名；
教育团成立“林相名师工作室”，建立
帮带对子 19 个，带教学员 32 名；科技
特派团引进推广抗旱、优质专用马铃
薯、牧草、燕麦、荞麦等 67个新品种，推
广新技术 43 项，建成示范基地 27 个，
累计 1577 人次下乡开展工作，结对帮
带本土科技人员 45人，累计培训本土
人员6334人次。

“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能做
什么？”“别人怎么会听从一个外来人
的指挥？”今年 10月，接到要前往原州
区寨科乡北淌村跨村任职党支部书记
的消息后，寨科乡东淌村原任村党支
部书记马志坚听到了很多质疑声。面
对这些质疑，马志坚踏上了前往出了
名的“矛盾村”北淌村的路。

寨科乡北淌村，一个长期被矛盾
纠纷困扰的村庄，存在村“两委”班子
带领群众发展致富能力薄弱等问
题。为打破这一困境，寨科乡党委采
取村党组织书记跨村任职措施，选
派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和良好群
众基础的马志坚担任北淌村党支部
书记。

为充分激发村党组织书记队伍活

力，推动人员结构进一步优化，原州区
委印发《原州区村党组织书记跨村交
流任职工作方案（试行）》，通过从优秀
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干部、现任村“两
委”班子成员中提拔，以及从现任优秀
村党组织书记中平行交流任职两种方
式，选择跨村交流任职人员，重点向软
弱涣散和后进村倾斜。

同时，为帮助跨村任职村党组织
书记解除后顾之忧，尽快适岗发挥作
用，原州区各乡镇党委书记、包村领
导、驻村第一书记与他们结对，帮助他
们理清工作思路，快速融入新岗位。
作为政治激励，同等条件下，对表现优
秀、作用发挥突出的跨村任职村党组
织书记优先评先评优。对连续或累计
任村党组织书记满 5年，成绩突出、表

现优秀的跨村任职村党组织书记，符
合条件的优先选拔进入乡镇领导班
子，优先推荐为乡镇公务员考录、乡镇
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人选。

马志坚一到北淌村，就深入田间
地头、农户家中，了解村庄的实际情况
和矛盾纠纷的根源。为推动北淌村移
风易俗工作深入开展，马志坚积极组
织开展移风易俗典型表彰活动，评选
出一批“好儿媳”等表现突出的先进典
型，并在全村进行广泛宣传表彰。这
些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得到了充
分发挥，激发了村民参与移风易俗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马志坚
还倡导村民树立文明新风，摒弃陈规
陋习，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美丽的乡
村环境。

“领头雁”跨村任职解难题

原州区持续完善干部选育管用机制，为乡村振兴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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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组团式”帮扶。

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帮助村民发展产业。

原州区做好信访工作化解矛盾纠纷。

原州区古雁街道西城路社区居民在手工编织挂件。

“组团式”结对帮带注入新动能

近日，走进原州区古雁街道和美
西城林子手工坊，社区居民马学芳正
在手工编织挂件，她说：“以前在家带
娃，现在在家门口就业，上班时间自
由，还能赚点零花钱。”

为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解决社区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
原州区古雁街道西城路社区党总支
书记伏小粉想了许多办法。2023年，伏
小粉得知技能培训老师吴小玲曾带
领三四十名妇女将手工钩织工艺品
销售到国外，于是上门求教，商议共
同开办手工坊，帮助辖区闲置劳动力
就近就业。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2023 年 12 月，和美西城林子手工坊
正式成立，伏小粉负责宣传并组织人
员参加，吴小玲负责技能培训、销售。

今年以来，原州区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以服务和改善民生为根本，聚
焦辖区妇女群体就业问题，探索“党
建+”工作模式，切实加强和发挥社区
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体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提高辖区妇女就业技
能，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增加妇女就
业机会，全面凝聚“巾帼力量”。

“手工坊现有员工近 400人，主要
生产针织玩偶、挂件和花束等，年订
单量超过百万件，产品主要销往美国、英国、德
国等多个国家。”伏小粉介绍，和美西城林子手
工坊产品年销售额 400万元以上。自从有了手
工坊，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还
能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

原州区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大
力实施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增效行
动，持续推进网格精细化治理，将治理触角延伸
至每家每户，提升社区服务精准化水平，形成了
党建引领、一网统筹、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格
局。原州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原州区
将持续做实做细网格精细化治理工作，让党员
群众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从被动治理变成主
动参与，把为民服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广
大居民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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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原州区头营镇杨郎
村，映入眼帘的万亩拱棚基地，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谁能想到，曾经的贫
困村，如今是宁南山区首个“亿元村”，
并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等多项荣誉。

杨郎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杨郎
村党总支书记王伟伟说，多亏了原州
区实施的“两个带头人”工程。

原州区把实施农村“两个带头
人”工程作为解决村级班子“选人难、
人难选”问题的治本之策，在深化拓
展上下功夫、求突破，持续完善选育
管用机制，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力
量、提供保障。

在党总支的牵头下，杨郎村探索
形成“支部+行业”“支部+园区”“支
部+协会”模式，建立铸造酿酒业、种
植业、奶牛养殖园区和养鸡协会 4个
产业党支部。在产业党支部的带动
下，组建了多产融合的村级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形成了“支部+协会+农
户”的产业发展格局。

“近年来，我们村坚持组织引领，
大力发挥产业优势和能人带动效应，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王伟伟说。杨郎
村实行“致富带头人+村民”结对帮带机制，由致
富带头人团队负责，对该村蔬菜、香瓜以及养殖
产业实行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安排种植、统一田间
管理、统一市场销售、统一产品品牌的“五统一”
服务，种植养殖户年均收入9万元以上。

近年来，原州区在产业链上成立联合党委
5 个、党支部 26个，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带头
人+农户”模式，带动 7000余名党员和产业带头
人在共同致富的生动实践中学习提升。“原州区
1682名‘两个带头人’领办企业、合作社 313家，
通过带产业、带服务、带销售，使 2.8万户 9万余
人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等形式附着在
产业链上，人均年增收 5800余元。”原州区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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