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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信息

△望江县建立完善村干部个人档案，加强村干部规范化管

理。县委组织部统一设计并制发《村干部履历表》，明确“8+X”

填报内容，即村干部基础信息、党团身份、工作经历、学习简历、

奖惩说明、社会关系、创业情况和考核成绩 8 项具体内容，以及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按照“个人填报、村级初审、乡镇复审、

县级备案”步骤规范建档工作，相关佐证材料一并纳入档案，乡

镇明确专人负责村干部档案的收集鉴别、整理归档、查阅登记及

动态更新工作。将村干部个人档案管理工作纳入乡镇党委抓基层

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村干部基本报酬发放、绩效报酬

兑现、离任补贴认定、相关保险购买和培训人选确定等工作的基

本依据。目前，已为 967 名村干部建立了个人档案。

（望江县委组织部）

△桐城市链式管理，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建立村党

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库，重点从现任村“两委”班子成员、退伍军

人、乡村能人、返乡创业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中摸排储备村

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构建“优秀人才——村后备干部——村干

部——村党组织书记”梯次培养链。将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纳入全

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先后选派 70 多名村党组织书记参加省、市

举办的各类专题培训，选派 8 名村党组织书记到外地学习考察。

制定出台《桐城市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备案管理实施细则》，开展

党组织“堡垒指数”和党员“先锋指数”双指标考核，强化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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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书记工作职责和履职能力量化考核，持续更新村党组织书记

的“成长档案”。开展“十佳村党组织书记”评选，明确连续两

年获评“十佳”的村党组织书记挂任所在镇党委委员，比照事业

单位副科级岗位人员享受工资待遇。目前，共评选“十佳村党组

织书记”19 人次，8 人挂任乡镇党委委员。（桐城市委组织部）

△怀宁县育强村级后备干部，激活农村发展“一池春水”。

按照各村储备正职后备干部 1 至 2 名、其他后备干部 2 至 3 名的

要求，打破身份、地域、职业界限，通过内选、外引、下派等方

式，分类建立后备干部人选来源数据库并动态调整，目前全县共

有村级后备干部 740 人。明确后备干部农村党建业务、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基层治理等重点培训课程，安排在

职村干“一对一”进行传帮带，推动后备干部尽快成长成才。通

过公开选拔考试、组织考察等程序，聘用 175 名优秀后备干部到

村任职，参与疫情防控、防汛救灾、人居环境整治、人口普查等

中心工作。将 94 名在村跟班锻炼的后备干部工资待遇纳入县级财

政保障范围，参照村“两委”一般干部标准发放工作报酬，激励

后备干部担当作为。（怀宁县委组织部）

市外参考

△甘肃省甘谷县“八个一”让村干部队伍专职化建设硕果遍

地。“一试一推”破难题。致力于破解村干部选人难、人难选的

问题。2018 年在全县研判筛选了 10%问题相对突出的村，分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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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乡镇优秀年轻党员干部中下派村党组织书记、从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中公开选聘大学生村文书试点工作，取得一定经验后逐年

推开，截止目前，全县已有 44%的行政村实现村党组织书记专职

化，405 个行政村实现了大学生村文书全覆盖。“一降一升”调

结构。通过逐年加大村干部队伍专职化建设力度，年纪大、学历

低的村干部有序退出，全县村干部平均年龄从 47 岁下降到 38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0 年提高到 14 年，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到了 42.6%，村干部队伍结构明显优化，整体活力显著增强。“一

育一管”提本领。坚持教育培训和日常监管两手抓，上岗前对专

职化村干部全面进行岗前培训，每年对专职化村干部进行全员轮

训，全方位提升专职化村干部整体素质和工作本领；结合实际制

定了《甘谷县专职化村干部管理办法》，加强日常考勤和年度考

核，增强了岗位意识，规范了履职行为。“一补一保”强保障。

始终把强化工作和生活保障作为选准人之后，留得住的得力举措，

为专职化村党组织书记每人每年提供 6000 元的岗位补助；为大学

生村文书在落实现行村干部报酬的基础上，每人每年提升 6000

元的生活补贴；为全体专职化村干部每年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有效解决了工作生活困难和后顾之忧。

报：省委组织部，本部领导。

送：各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市委各部委负责同志。

发：电子版发县（市、区）委组织部、安庆先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