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山 围绕发展抓党建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党的建设是抓好各项工作的根本。
近年来，秀山持续强化党建工作促进基层治理，不断提升党员教育管理水平，围绕发展抓党建，党建引领促发展，

构建起以党建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核
心
提
示

走进秀山县隘口镇东坪村，“中国
黄精第一村”的牌子格外醒目。依靠黄
精产业链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引路
人”便是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叶茂。

叶茂是一名“85后”，曾在一家中药
材企业工作6年。脱贫攻坚期间，秀山
县委组织部不断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广
发“英雄帖”，对本土大学生进行调查摸
底，动员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叶茂感受
到组织的信任和关怀，放弃优渥待遇，回
乡成为东坪村本土人才。

回村后，叶茂看准了黄精市场稳定、
收益可观，决心发展黄精育苗和种植。
许多村民因黄精生长周期长、见效慢，参

与积极性不高。叶茂率先贷款流转50
余亩土地种植，村民看到黄精长势喜人、
价格稳定、潜力巨大后，陆续加入种植。

2016年，秀山县在换届中，积极选
拔村（社区）本土人才进入“两委”班子，
叶茂因工作出色、群众认可，当选为东坪
村村委会主任。期间，他免费为群众提
供10万余株黄精种苗，深入田间传授种
植管理技术，全村57户建卡贫困户实现
产业全覆盖，其本人被表彰为“秀山县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

2020年，秀山县全面推行“一肩
挑”，经过东坪村党员群众推选、隘口镇
党委考察和县级联审备案，叶茂当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带领村

“两委”采取“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全村贫
困户人均收入达14000余元，2021年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其本人
获得“秀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秀山县‘十
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先进个人”表彰。

近年来，秀山县开展农村带头人队伍

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将大量优秀“苗子”放
到乡村一线、艰苦地方、吃劲岗位历练，明
确“一对一”联系帮带，每年对村“两委”开
展能力提升培训和分析研判，为农村选育
素质高、数量足、结构优的“领头雁”队伍，
叶茂只是其中的“领头雁”之一。

去年，秀山县调整乡镇干部274名，
22个乡镇和268个村（社区）换届选举一
次性成功率均达100%，镇村两级班子
年龄、学历结构实现“一降一升”。

今年，秀山县将围绕做好换届“后半
篇文章”，全面开展镇村两级班子换届后

“回头看”，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着力
强化为民服务情怀、提升担当作为本领、
擦亮干净干事底色。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共青团
秀山县委和钟灵镇主办的“书香润心
灵 家庭共成长”文明实践活动，在钟
灵镇凯贺村举行。

活动中，来自当地的学生及家长分
别参加了亲子游戏、茶艺展示、“打卡
一路书香”、生态文明建设专题版画展
等活动。活动单位还为当地学生捐赠
了600余本册爱心图书。

此次活动进一步发挥了凯贺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作用，传承了乡情文
化，培育了时代新人，弘扬了时代新
风，助力群众思想道德文明素养实现
提升。

类似的文明实践，正在秀山全域蓬
勃展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
作，必须要在狠抓落实中出成果见实
效。大家要强化答卷意识，扛起责任
担当，切实把这项工作做成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秀山县委主要领导在去年
8月 31日举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此次大会后，秀山按照有场所、有
队伍、有活动、有项目、有机制“五有标
准”，先后完成 1个中心、27个所、268

个站的三级实践阵地建设。
全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队长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建立
了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体育、医疗
卫生服务等12支县级志愿服务分队和
27支街镇乡志愿服务分队，村和社区
建立志愿服务小队 268 支。常态化开
展理论宣讲、“通道三化”建设、“刘邓
大军红色文化”传承、全民健康、关心
关爱等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全县
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200余场。

5 月 27 日，该县召开 2022 年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现场推进
会，对新阶段的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
作进行部署。与会人员先后前往钟灵
镇凯贺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乌杨街
道新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进行了实地观摩。

会议指出，各街镇乡要统一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准确领会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内涵定位和作用任务。积
极营造氛围，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广
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办好顺民意、解
民忧、惠民生的好事实事，大力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深化拓
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2018年以来，秀山推动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持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坚持全面从严、一严
到底。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
题16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2人。

秀山深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坚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纳
入政治巡察、日常监督、审查调查工作重
点，深入治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
态不落实、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
等突出问题，紧盯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精准施治，靶向纠治。
从严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

持暗访、查处、问责、曝光“四管齐下”，
紧盯年节假期等关键节点，紧盯具体
人具体事，把监督节约粮食、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作为重要任务，督促党
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坚决遏制公款

消费中的违规违纪现象。深入开展
“无事酒”等问题专项治理，持续整治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名
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公
车私用等问题，坚决防范和查处私车
公养、“不吃公款吃老板”等享乐奢靡
隐形变异问题。

“‘四风’问题树倒根存，顽固复杂，
有的还潜滋暗长，稍有松懈就会反弹回
潮、卷土重来！”秀山县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充分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永远
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正风肃纪反腐，为加
快把秀山建设成为渝鄂湘黔毗邻地区中
心城市和武陵山区践行“两山论”样板提
供坚强保障。

选好育好带头人 “知人善任”促发展

锲而不舍纠“四风” 立足长远优作风

实践之雨细无声 文明新风拂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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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位于渝湘黔鄂四地交界处，治安环
境一度较差。近年来，秀山立足县域特点，以
多方共治为格局、民族自治为抓手、边区联治
为屏障，不断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
制。汇聚“六方”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发展格局。

全县积极发挥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作
用。建立“2+4”组织体系，把治安形势严峻、
矛盾纠纷突出、社情民意复杂地区纳入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结成40余个“联系县
领导+县级部门+乡镇（街道）”的帮扶对子。
全县党员全部签订“承诺践诺”责任书，每人
认领一项社会治理具体事务。

发挥人大立法保障作用。立足少数民族
地区实情，制定完善了《民族自治条例》《殡葬
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法规。针对少数民
族群众开展“代表委员接待日”活动，对收集
到的9大类问题，交由县级部门整改。

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职能主导作用。县
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托综治中心实战平台，
以问题为导向，适时开展重大安全风险、城市
管理、环境保护等专项治理行动200余次，社
会秩序持续向好。

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作用。积极培育
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成立志愿者队伍6支、行
业协会10个、公益组织4个，并积极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心理服务、维护治安、化解矛盾等社会服务，
形成了“平安嫂”“民族互助会”等先进典型。

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支撑作用。结合少数民族
传统，将村寨、宗族、姓氏作为网格划分重要依据，科
学划分1992个网格，排查各类风险430个，成功把25
个不稳定因素，涉及疫情11个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发挥民族文化道德教化作用。在尊重少数民族风
俗习惯同时，通过“家风家训”上墙公示、“以礼治家”宗族
祭祀、花灯歌舞送戏下乡等活动，培育好民风、好族风。

六方作用合力之下，近年来秀山各类案件纠纷逐
年下降，群众“三感”大幅提升。

“五个环境”齐优化 千方百计惠民企

“以前我们只是一家主营羊肉的
特色小餐馆，完全想不到有今天的成
就！”提起成长过程，重庆培君香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天培充满感
慨。该公司2016年落地秀山县工业
园区后，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黑山羊
养殖基地、研发团队、工厂、自营餐饮
旗舰店和专卖店，旗下的“啃一腿”菜
品已发展全国代理商500余家，产品
销售遍及 10 多个省市，年产值超
5000万元。

小小羊肉馆，升级为大企业，背后
离不开秀山县巨邦众创空间的辅导与
孵化。巨邦众创空间成立于2015年6

月，由秀山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县就
业和人才中心共同搭建，是一家创业就
业综合性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巨邦众创空间已举办沙
龙215期，参加人达10000余人次，服
务企业4000余家。为了让人才回流，
巨邦众创空间还线上建立“秀才回家”
人才服务平台，推送招聘信息1700条，
发布招聘岗位3348个。

在搭建平台为民营企业解困方
面，秀山县委统战部搭建了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问题反映平台，按照非公经
济人士接待日制度，常态化接待民营
企业家，听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重

大问题、重大建议、特殊困难的反映，
架起民营企业与党委政府联系沟通
的桥梁。

培君香熹的成长和巨邦众创空间
的服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秀山营商环
境的优化水平。

“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
正如秀山县委主要领导所言，近年来，
秀山聚焦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
境、法治环境、城市环境“五个环境”建
设，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
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好比“气候”，市场主体
好比“候鸟”，哪里营商环境好，市场主
体就往哪里跑。如今的秀山，已成为
企业发展的沃土。截至目前，秀山县
市场主体已达45070户，今年新增市
场主体223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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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公园视角下的秀山县城 摄/瞿茂军

溶溪镇红光社区羊肚菌喜获丰收 摄/胡程

秀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志愿者助农采茶
赵童 彭光灿 刘玉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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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口镇东坪村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