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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信息

△桐城市：建立“村民说事会”制度，探索农村基层治理

新模式。在全市 203 个行政村成立村民说事工作小组，采取“上

门听+现场说”方式，结合村干部包片、党员联户工作，组织人

员定期上门走访群众;每月固定时间召开村民说事会，听取党员

群众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填写“说事流转单”。对村级职责

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分解交办相关责任人办理，一时无法

解决的，联系协调帮助解决，并在事后加强跟踪回访。将“村

民说事会”制度执行情况纳入村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

议的重要内容。2018 年以来，全市共召开“村民说事会”3097

场，化解矛盾纠纷 400 多个，为群众解决烦心事操心事 2100

多件。（桐城市委组织部）

△怀宁县：做大做强蓝莓产业，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立足资源优势，将蓝莓产业作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重点，研究

编制蓝莓产业发展规划，成立蓝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每年安

排 1000 万元专项发展资金，引导镇村、企业投入 10 亿多元发

展蓝莓产业。出台《开展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支持蓝莓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为县内蓝莓企业发展提供 5.6 亿元融资担保，支

持镇村大力发展蓝莓产业。聘请省农科院专家为蓝莓育苗、种

植、保鲜、食品深加工等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实施“3000 万奖

补计划”，对集体经济蓝莓产业项目投资额达 50 万元、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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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奖补 20 万元、30 万元和 50 万元。

从县直单位和乡镇选派机关干部到 243 个村(社区)任“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专干”，帮助申报蓝莓产业项目 400 多个。目前，

全县已种植蓝莓 9000 多亩，培育蓝莓生产企业 176 家、食品深

加工企业 3 家，促进村年均增收 10 万多元。（怀宁县委组织部）

△岳西县：用活本地资源，营造党史学习浓厚氛围。打造

党史基地。对全县红色基地、红色旧居、革命遗址等红色文化

资源进行升级改造，先后打造大别山烈士陵园、红军中央独立

第二师司令部旧址、王步文故居廉政教育基地等红色教育基地。

投资 3000 余万元完善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建设，为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鲜活的实践课堂和生动的乡土教材。丰富学习载

体。制作 30 集微广播剧《红色精神代代传》，利用融媒体广

播音频宣传功能，讲述 30 个岳西红色革命故事，再现岳西县在

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风貌。编撰出版《刘邓大军在岳西》《红

色岳西》《岳西红色遗址图册》等红色书籍，不断丰富学习载

体。创新教育形式。为县内各党史教育基地配备专业讲解队伍，

激活基地教育吸引力、感召力。开展重走红军路等活动，让红

色基因薪火相传，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不竭动力。在微信公众号开设“每日学党史”专栏，为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学习党史提供便捷多样的途径。（岳西县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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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举办进修班，为科级领导干部集中“充电”。

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主

线，分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 6 个教学专题，分期分批组织

全县 303 名科级领导干部在县委党校接受集中培训。由县“四

大班子”负责人围绕各自分管工作为进修班学员讲授《贯彻好

新发展理念》《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获得感更强》《增强风险

防范意识》《如何当好科级领导干部》《新时代人民政协的理

论和实践》等课程，并赴浙江安吉现场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和“靠山吃山”变“养山富山”的生动实践，汲取先

进经验、研讨查摆不足。开展县情调研、晨读会、学员论坛等

实训活动，促进学员从工作实际出发加强互动交流，及时转化

学习成果。（太湖县委组织部）

△宿松县：“三聚焦”盘活用好乡村振兴人才。聚焦人才

引进，做大“增量”。制定《宿松县人才工作“十四五”规划》，

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将 2000 余名各类乡土人才“建立台账”，

进行动态管理。大力实施引才回归、引业回乡工程，充分发挥

“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党组织、流动党员

区位优势，积极引导鼓励本土优秀企业家、农村实用人才、高

校毕业生等回乡创业。目前，全县已有 800 多名返乡人才通过

流转土地方式，规模发展养殖、花卉、旅游、茶叶等产业。聚

焦人才培育，优化“变量”。深入实施专家下基层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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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选派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等各类专业人才到基层常态

化开展对口帮扶活动，今年共走访种养殖户 20 多家，举办讲座

培训和学术交流 18 次，现场解决技术难题 30 多个。创新农村

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方法，每年选派一批重点岗位专业技术人员

前往安徽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跟班学习、进修培养，累计培养

农村专业技术人员 118 名，优化了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的知识结

构。聚焦人才使用，盘活“存量”。持续实施“农村头雁”培

育工程，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选派 138 名优秀机关干部

到重点村挂任第一书记，选配 9 名高学历选调生到重点村挂职

锻炼。进一步畅通农村人才选拔渠道，近年来，累计从农村致

富能手、个体经营大户、返乡创业人员中选拔 157 名村干部，

增强了村级班子整体能力。每年从符合条件的优秀村干部中招

录 2 名乡镇公务员，拓展村干部职业发展空间。

（宿松县委组织部）

市外参考

△安徽肥西县：党员干部“学党史” 健康成长“加速跑”。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合肥市肥西县把党史学习教育贯穿到党员干部日常教

育管理全过程，制定实施党员干部“健康成长工程”，推动党

员干部在党史学习中健康成长“加速跑”。一是聚焦“高站位”，

突出抓好党员思想政治建设。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开展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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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思想政治建设状况调研，要求全县各支部结合开展 2020 年度

组织生活会，深入分析当前党员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并在党史教育活动中制定针对性对策举措。进一步完善党员发

展对象县级审核和集中培训等制度，从严把好新发展对象政治

关、入口关、质量关，3 月 5 日至 7 日，在县委党校举办了全

县 2021 年度第一期发展对象集中培训，邀请市、县党史部门负

责人和党校教师就党史教育相关内容进行专题授课。二是聚焦

“高水平”，着力提高党史教育实效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部署，由县委宣传部、县委组织部牵头，县委党校、县党史

和地方志办公室配合，组织开展“金牌讲师”和“优秀讲稿”

评选表彰活动。以党校讲师、党委书记、老村支书等为重点，

摸排组建 5 支懂理论、懂基层、接地气的高水平学党史宣讲队

伍，赴各基层党组织开展宣讲。结合建党 100 周年“两优一先”

评选活动，开展“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活动，深入挖掘肥西地

方史，精心制作 2 至 3 部党员电视教育片，目前已完成山南镇

小井庄“包产到户”《敢为天下先·奋起再出发》初稿制作。

三是聚焦“高质量”，深化严肃党内组织生活。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在全县选取 3 家乡镇和 5 家县直单位，试点推行党

内组织生活备案制度、旁听制度和评估制度，全面推行民主评

议结果“评星定级”、存在不足“清单销号”、问题党员“预

警提醒”等制度。总结推广丰乐镇“十百千”积分制管理和三

河镇“一亮三比双满意”等成熟做法，在县级层面研究制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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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意见，健全完善以党员责任目标管理为基础、定性考核和定

量考核相结合、党内考核与群众评价相结合的党员考评体系。

四是聚焦“高素质”，全面提升党员队伍整体水平。建立实行

党员干部“十不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具体内容，制定

基层党组织“五必访”制度，明确党员在“生病住院时必访、

思想波动时必访、遇到重大困难时必访、流动党员外出返家时

必访、不过组织生活时必访”，从细微处关心关爱党员，促党

员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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