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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组织部长会议”交流发言材料摘编 二 】

推深做实“乡村夜话”
激活和美乡村建设新动能

中共怀宁县委组织部

近年来，怀宁县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积极探索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路径，创新开展“乡村夜话”，组织党员干

部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绘就一

幅“党群同心、共建共治”和美乡村生动图景。全县举办“乡村

夜话”1733 场，参与群众 3.46 万人次，解决村集体经济增收、

为民服务等问题 482 个。经验做法获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肯定

并全省推广，《人民日报》等媒体多次宣传推介。

抓党建聚民心，变单向推动为全面互动。把“乡村夜话”作

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高位推动抓统筹。县委组织部负责牵头抓总，凝聚齐抓共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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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干部常态深入基层，让干部“干的事”精准对接群众“盼的

事”。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将夜话质效、问题办理等情况纳入“效

能之星”“不作为、慢作为”等考核指标体系。组织带动促提升。

将“乡村夜话”作为提升干部素质的“练兵场”、改进作风的“磨

刀石”，通过与群众零距离交流，接受群众面对面询问，倒逼干

部提高组织发动群众、挖掘整合资源、发展乡村产业、加强基层

治理的能力本领，更好应对解决基层复杂多变问题，助力干部成

长成才。机制驱动重实效。分类制定“乡村夜话”工作指引，建

立“意见建议收集、问题分类交办、重点协调会商、难点跟踪督

办、办理结果反馈”5 项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出台 6 类负面问

题清单，让夜话走心不走样，开出高质量。

抓产业强动能，变发展愿景为振兴实招。围绕乡村振兴、村

集体经济发展、增收致富等话题，谋对策话发展。共商发展路径。

县委常委会赴月山、腊树、清河等乡镇召开县级夜话，与相关部

门、镇村干部共同研究破解乡村产业发展瓶颈。深化村级联合党

委和“一村一企”行动，实现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从分散到抱团”的转变。33 个村级联合党委实现经营性收入

5861.3 万元，带动村均增收 29.8 万元。19 家强村公司实现经营

性收入 5067.8 万元，分红 586.1 万元。共搭招引平台。深化“内

搭平台、外联老乡”，利用国庆、春节等黄金期，组织返乡人才

夜话，叙乡情谈合作谋发展，收集招商线索 82 条，落户“怀商”

项目 5 个，吸纳 315 名高校毕业生到村级公司见习就业，与中国

农科院茶研所、安徽大学、安农大等高校院所签订人才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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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项。共育特色产业。用活资源、串珠成链，支持蓝莓、甘薯、

蔬菜等到村项目，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谋划乡村产业项目

166 个，纳入今年衔接资金项目库 47 个，2023 年，全县村集体经

济村均经营性收入 92.9 万元、经营收益 61.1 万元，分别较上年

增长 84.3%、52.2%，收益达 50 万元的强村一年内净增 100 个，

我县入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省政府督查

激励县公示名单。

抓治理解难题，变群众呼声为幸福掌声。聚焦基层治理，坚

持问题导向，找症结开良方，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涵养文明

乡风。以推进移风易俗、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文明户评选等为

抓手，让文明之风吹遍独秀大地。金拱镇打造“韩山议事”信用

示范点，形成“共商共议、诚信互助”的良好氛围。办好民生实

事。用心用情办好 50 项民生实事，采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重

点督办、定期回访等方式持续推动，重点解决群众关注的教育、医

疗、就业、养老等烦心事操心事。县老年大学接受国家级示范老年

大学验收，月山、石牌老年学校成功创建省级示范校。推进“千万

工程”。以4个精品示范村建设为引领，以95个省级中心村建设为

示范，以农村人居环境全域整治为切入点，坚持“一张图”统领、

“一盘棋”建设、“一把尺”管理，全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引导 6700多名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村庄清洁等工作，

谋划精品村项目62个，解决人居环境类问题20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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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发力 齐抓共管
着力提升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质效

中共太湖县委组织部

近年来，太湖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

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要求，创新思路、压实

责任，不断提升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质效。

紧实组织建设“基本点”，确保流动党员“出入有家”。“四

个一批”实化管。常态化开展“双找”工作，“一人一档”动态

管理流动党员 3746 名。集中组建一批，在原有 38 个流动党支部

基础上，2023 年新组建流动党支部 12 个。驻上海流动党委顺利

完成第三次换届，驻合肥流动党委正在筹建；驻地报到一批，督

促 65 名流动党员到外省流入地报到，参加组织生活；网上管理一

批，以村为单位组建 186 个流动党员“网上党小组”；包保联系

一批，推行村支委成员“1+N”结对联系制度，585 名村（社区）

干部包保联系 2795 名流动党员。“两地协作”优化管。太湖县

与江苏省常熟市整县结对，太湖县委组织部与湖州市吴兴区委组

织部签订流动党员双向共管协议，明确组织共建、管理共抓、资

源共享、服务共为等共同管理内容。7 个乡镇党委与长三角地区

签订“党建联盟”协议，双向共管流动党员 400 余名。“三向发

力”强化管。完善考核机制，召开全县流动党组织书记新春座谈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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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职评议会，常委部长现场点评，根据考评结果分一、二、三档

兑现党费补助。强化关怀帮扶，2023 年走访慰问流动党员家属 450

人，协调解决子女入学、老人就医等实际困难 152 件。注重表彰

激励，组织开展“十佳”流动党组织和“二十佳”流动党员评选活

动。近2年从县管党费中拿出 42万元支持流动党组织建设，合肥流

动党总支书记陈雄鹰在全省流动党员示范培训班作交流发言。

紧盯教育培训“关键点”，确保流动党员“忙闲有学”。加

强理论辅导。按照“空间就近、时间就便”原则组织流动党员开

展学习，邮寄学习资料 3699 套，通过太湖先锋、“网上党小组”

等平台推送学习资料 50 余期。利用“云端课堂”、钉钉会议等方

式，邀请党校讲师、党建能手授课 78 场，开办春训班 24 期。主

题教育期间，流动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宣讲 215 场，党支部互学

联学 49 场，开展红色教育 65 场，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加强

督促指导。国庆春节假期，县乡村组织召开流动党员座谈会 187

场次，教育引导流动党员发挥先锋作用。坚持每月推送主题党日

活动提示单，督促流动党支部按要求开展组织生活。乡镇党委负

责人赴驻地现场指导流动党组织工作 12 场次，50 名“组织生活

观察员”到会指导支部活动，提升组织生活质效。加强就业引导。

县委组织部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人社、民政、

妇联等部门，举办电商、物流等流动党员就业技能培训班 8 期，

培训流动党员 350 人次。

紧抓作用发挥“根本点”，确保流动党员“两地有为”。真

心服务老乡。引导流动党组织成立“乡音工作室”、驻外维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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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帮助外出群众纾难解困。2023 年各流动党组织协助调解工

伤赔偿等矛盾纠纷 21 起，推送招工就业信息 170 条，帮助解决就

医就学难题 42 个。牛镇镇驻沪流动党支部依托太湖虹发劳务公

司，累计带动家乡 300 余人到上海就业。安心融入他乡。鼓励流

动党员融入驻地，争当发展“排头兵”。合肥流动党总支与蜀山

区稻香村街道朝阳社区结对共建，认领“朝夕为民 稻香七卷”党

建项目，开展交通劝导、暖心助残等志愿服务 20 余场次。刘畈乡

流动党员刘发仕在厦门救下海边轻生女子，事迹被《新安晚报》

等媒体报道。流动党支部书记方义华扎根温州 20 余年，事迹入选

《新温州人创业创新风采录》。热心反哺家乡。组织开展流动党

员“家乡行”活动，大力引导流动党员积极参与“大学生回乡工

程”“‘太商’返乡创业”等重点工作，近年来，26 人回村任职，

45 人返乡创业，其中驻沪流动党委书记汪术华累计回乡投资 1.7

亿元建设 2 所酒店，小池镇驻沪流动党支部书记虞奇虎回乡投资

1000 余万元创办“梦奇花都”旅游休闲基地。2022 年以来各流动

党组织共开展助学助医助困活动 46 场次，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达

150 余万元。

报：市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

送：各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工委）

负责同志。

发：电子版发安庆先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