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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强组织

农村要发展，组织是关键。基层党组织是确保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乡村贯彻落实的基础，
是乡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溶溪镇设党支部9个，党员530人。近年来，溶溪
镇坚持将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指挥棒”，把
党建融入乡村振兴各方面、全过程。

该镇开展支部“擂台赛”，制定组织振兴事项清
单，每季度开展党建工作评比，各村党支部赛成绩、找
差距，促进基层党建提质；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立54
个农村党员先锋站，党员干部带头入户访民情、收民
意、调纠纷；推行管理“积分制”，用“小积分”管理党员

“大队伍”，让党员在评比中找不足、添动力。
去年10月，《溶溪镇：党建引领唱好乡村振兴“进

行曲”》及《钟灵镇凯堡村：大山深处茶飘香》双双入选
重庆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100个创新案例。

纵观全域，秀山始终把党建力量延伸在乡村振兴
最前沿，全面建强村（社区）党组织，持续提升人才队
伍建设水平，提升产业带动发展能力，努力打造以组
织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秀山样板”。

坚持从思想上“凝心铸魂”，达成共识擦亮乡村振
兴“底色”。引导村（社区）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具化到推动乡村振兴的决心和行动上。
坚持从队伍上“舒筋活血”，选育并举提升乡村振

兴“成色”。牢固树立“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的发展理
念，多措并举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土
人才队伍，为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
队伍保障。

坚持从产业上“壮骨强体”，聚焦发展绘就乡村振
兴“亮色”。紧紧抓住党建这个“牛鼻子”不松劲，从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各方面下苦功、修内功、谋实功，
不断激发发展动力，实现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亚飞 刘玉珮 马建保

秀山 科学推动“五大振兴”促进“三农”高质量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2022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秀山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加强统筹设计、系统谋划，科学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促进全面的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

乡村振兴，首要是产业振兴。近
年来，秀山坚持把发展生态产业作为
乡村振兴的第一抓手，集中优势资源
做大做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
业融合持续深化，品牌创建成效渐
显，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2022年6月30日，“巴味渝珍”
杯重庆市第五届斗茶大赛暨首届武
陵山茶文化节在秀山启幕。皇茗苑·
秀山毛尖、边城韵·秀山毛尖分获大
赛五星冠军和金奖。

城区，大赛如火如荼；乡村，茶叶
产销两旺。

在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隘口镇，
绿油油的茶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该
镇新院村为解决5000亩茶叶基地鲜
茶销售问题，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
通过与农业企业合股经营，依托“秀山
毛尖”公众品牌，推出“高山云雾茶”“民
蕊绿”“民蕊红”等备受市场青睐的产
品。一盒盒优质茶叶，通过镇上的电商
产业园，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

据隘口镇镇长刘刚介绍，隘口的
乡村振兴从产业发展破题，制定了中
药材、茶叶和核桃3个万亩产业发展
目标，成立了11个村集体专业合作
社。并依托全县农村电商发展基础，

形成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
化产业体系。

和隘口一样，产业兴旺，串珠成
链，已经成为秀山乡村产业振兴的现
在进行时。

去年，秀山新增“一药两茶”基地4
万亩，建成1000亩油茶高产示范片。
中药材、茶叶投产面积分别达35.2万
亩、10.8万亩，实现综合产值12.5亿
元、16.35亿元。培育新型经营主体39
家，新增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1条、
市级农旅融合精品线路4条。自主研
发“云智速递”实现全域配送，农村电商
成功入选第三届全球减贫案例。

全县新培育名优农特产品1个，
重庆名牌农产品8个。创建国家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获批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1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建
成县级农业产业园15个。

同时，坚持“一个产业一个链条”，
基本形成“产前有支撑、产中有基础、
产后有保障、产业链拓展有空间”的全
产业链发展格局。培育市级农业龙头
企业19家、市级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11家、链主企业18家，实现农产品加
工产值29.6亿元、农特产品电商销售
额7.8亿元、农旅融合产值3.3亿元。

串珠成链兴产业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秀山从“引”和“育”两手抓，解决
制约乡村人才振兴的问题。

去年，秀山积极参与全市“英才
大会”，全方位吸纳高技能人才。出
台《关于落实重庆市加快集聚优秀科
学家及其团队若干措施和重庆市支
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的意
见》，制定了《关于印发〔秀山自治县
重庆英才服务措施〕的通知》《秀山县
人民医院创“三甲”综合医院人才保
障方案》等政策措施，加快建设武陵
山区人才强县。

去年10月，位于秀山县高新区
的秀山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投入运
营。该园的投用，将促进秀山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大发展，为秀山乃至渝鄂
湘黔毗邻地区的松桃、花垣、来凤等
17个区县提供所需要的高层次、宽领
域、多元化人才，并辐射武陵山区71
个区县。

秀山还在去年大力打造“秀才返
乡”人力资源品牌，唱响“秀才回家”
主旋律，组织用工岗位4.5万余个、举

办招聘会160场次，吸纳返乡“秀才”
4650余人。充分发挥268个村居现
有276人劳务经纪人作用，助力人力
资源信息库建设和乡村人才振兴。

本土人才作为乡村重要的人才
资源，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秀山于2021年8月和清华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签订了乡村振兴教学
站共建协议。建站一年多来，秀山依
托清华“云课堂”丰富的学习资源，持
续开展基层干部、致富带头人、农村
实用技术、乡村教师等领域的人才培
训，参训学习人员3万余人次。同时，
吸引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脱贫人
口，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9080人次。

秀山各街镇乡，也在不断探索适
合自身特色的人才振兴之路。

如洪安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就
注重加大村级后备干部、本土人才选
拔培养力度，着力打造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本土人才队
伍，为乡村振兴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智
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引育并举聚人才

振兴乡村文化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文化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魂”。

在石耶镇鱼梁村基层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授课大厅、党建活动
室、代表活动站、图书室、妇女儿童
之家等文化活动空间一应俱全。
依托这些文化阵地，鱼梁村通过定
期举办乡村振兴文化大讲堂，唱好
乡村振兴声音。

文化振兴，首要是文化惠民。
去年秀山积极推进文化惠民工
程。实施“全民艺术普及”，开办美
术、书法、舞蹈等免费艺术培训班
45期，学员达2000余人；倡导“全
民读书活动”，开办讲座、征文、演
讲等活动达86场；开展流动文化服
务进村活动，送演出162场，送电
影2000余场；新建成城市书屋1
个，县文化馆、图书馆免费开放线
下服务20万人次以上。基层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服务20万人次。

秀山的文化生态及非遗保护，
也卓有成效。去年，举办了2022
鲁渝劳务帮扶协作“非遗技艺”苗

绣培训班，40名学员全部就业；新
公布26名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完成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新命名
27个县级非遗传承点、11个非遗
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6非遗传
承教育基地；推进实施了5处传承
示范点建设。

此外，秀山还举办了“2022年
第七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
（春夏）秀山分会场暨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建设成果展示”系列活
动，命名了10件“秀山好礼”文旅
商品，实现非遗产业项目商品销售
2000 余万元；洪安边城、百年西
街、大寨村分别跻身首批“中国非
遗小镇”“中国非遗街区”“中国非
遗村寨”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优选项目；“非遗项目辛家豆腐乳”

“秀山米豆腐”“洪安腌菜鱼”入选
“2022中国非遗美食大集”；秀山县
土家织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弘“土家织锦”乡村振兴
产业基地项目成功入选2022年度
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

以文化人惠村民

走进溶溪镇石板村，无论是公
路阡陌两旁，还是农舍房前屋后，
葱茏的山银花格外惹眼。这些绿
色的精灵，不仅是优化生态、扮靓
环境的基石，也是产业振兴的功
臣。石板村以规划为引领，结合自
身实际，打造“一路一业、一业一
景、一景一示范”山银花产业带，致
力“通道三化”，助力生态优化，农
民增收。

和石板村相邻的贵凳村竹资源
丰富，道路两旁一排排整齐的竹篱，
成为扮靓通道和乡村最别致的景
致。村民们用竹篱围出“小花园”“小
菜园”，实现了移步异景。“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无比浓烈。
在搭建竹篱的同时，贵凳村同步清理
环境乱象，配套种植观赏性植物，有
效提升人居环境综合质量。

近年来，秀山积极学好用好
“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沿
交通干线、河流干道，实施生态美
化、村庄靓化、农业产业化“通道三
化”。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建
设美丽乡村，服务绿色发展。

水是生命之源。优化水环境，

是秀山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着力
点。

梅江河是秀山人的“母亲河”，
蜿蜒的河水穿城而过，滋养着大片
肥沃的土地。2021年，梅江河荣膺

“重庆市美丽河湖”称号。
去年，秀山环保、水利等部门，

加强了对街镇乡污水处理厂运维
工作的监督考核，以及对村级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和运维管护的指导，
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同
时，定期对村级污水处理设施展开
水质监测，对于不达标者进行处罚
和考核。

一手强监管，一手抓建设。秀
山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和管网建设。去年，争取1905
万元一般债券资金，用于6座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争取472
万元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新建2
座污水处理设施；实施了乡镇污水
管网二期项目。

最新调查显示，秀山9个地表
水监测断面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
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
率达100%。

扮靓环境优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