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特CC 51512021年7月 1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包东尼

全面消除“空壳村” 村级集体经济破壳重生

建好便民服务中心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悠悠万事，
民生为本。

民生连着民
心。近年来，彭
水以民心民力为
依靠、民意民声
为依据、民愿民
盼为方向、民惠
民富为目标，不
断加大投入力度
保障和改善民
生，让经济社会
的发展成果惠及
更多群众、更多
领域，全县70万
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
感与日俱增。

便民服务中心，是村级党组织开展各类活
动的固定场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
保障，是增强党支部战斗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
途径。

近日，彭水三义乡莲花村村民何国宇来到
村便民服务中心递交高龄津贴申请审批表。
从审核签字到盖章，审批在几分钟之内办妥。

“随时都找得到人，办得了事。便民服务中心
是真便民！”何国宇高兴地竖起大拇指。

彭水最北端的三义乡“地无三尺平”，自然
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滞后，是重庆市原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曾
经，三义乡各村党支部召集党员开会，通常只

有在村干部家进行。村民办事，也习惯性往村
干部家里跑。满山遍野找人办事，一件小事签
字盖章，来回跑个两三趟是常事，群众怨声载
道。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近年来，彭水以强
化党建为切入点，以强化阵地建设为突破口，
提档升级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设置信访接待、
代办服务、补贴救助、便民缴费等窗口，大厅公
示上墙内容包括值班公示牌、服务承诺制。同
时，还在便民服务中心最显眼位置，设置了最
新的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栏，党员亮身份、亮
承诺，让群众知晓，实现村级财务收支公开透
明。

经过努力，全县投入近3亿元完成296个
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行村干部集
体办公、轮流值班、定期走访、全程代办等制
度，村委会办起“微食堂”解决午餐问题，做到

“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关门”，让群众办事不
跑空路冤枉路。

如今，彭水296个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旧貌
换新颜，紧紧围绕党员和群众需求，实现了“阵
地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平台智能化、服务人性
化、活动经常化”的目标，让群众办事有去处、
干部干事有场所，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长期以来，彭水296个村和社区，曾经大多

是“空壳村”。村级组织集体经济积累少、自我
发展能力不足，严重制约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程。

如何破解这道难题？从以党建引领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找突破口，激活人才“一池春水”，以
基层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近年来，
彭水大力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提升行动，
储备村级后备干部700余名，动态回引本土人
才260名，村级党组织书记中致富带头人、民营
企业家、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占比达80%，建立了
村干部固定补贴动态增长机制，实行“固定补
贴+绩效奖励”待遇保障体系，点燃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新引擎。

彭水从根源破解“本钱不够”问题，是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的有力保障。彭水加大财政扶持
力度，实施好财政资金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项目，项目布局上适当向当时的深度贫困乡镇
倾斜。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对“空壳村”适
当安排发展启动资金，县财政每年适度安排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补助资金。农业项目财政补助
资金股权化改革项目和财政资金资产收益扶贫
试点项目，向“空壳村”倾斜。

根据党建引领村级经济发展方案，彭水明
确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纳入乡镇党委书记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和组织工作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在干部选拔任用、评
先评优时优先考虑。

除此之外，彭水探索建立奖惩机制，设定集
体经济组织发展任务和目标，明确可用一定比
例的经营收益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

后，用于奖励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人员，并把是否
带头发展集体经济纳入村干部绩效工资兑付和
村干部招录公务员量化考察环节的重要依据。

通过努力，彭水探索“产业带动、项目拉动、
资源开发、服务创收、资产经营”5种模式，做实

“人才保障、机制健全、资源整合、齐帮共促”四
大重点，用“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着力解
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中梗阻”，拓宽老百
姓增收致富渠道，让全县村级集体经济“破壳重
生”。

一招走活全盘棋。在村党组织引领下，彭
水成立集体经济组织260个，80%以上的村干部
带头入股或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现集体
收益1528万元，全面消除了“空壳村”，“分红”
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引擎，这一做法入选中
央组织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案例。

村民在稻田插秧 摄/廖唯

彭水 民之所愿政之所向 改善民生聚力增效

“小病拖，大病挨，得了重病才往医院抬。”
曾经，看病难、看病贵是彭水脱贫路上的“拦路
虎”，一些乡镇卫生院设施简陋，X光机、黑白B
超机都算“高端配置”。患者有了病不得不往上
级医院跑，加重了看病负担。

用改革办法求解扶贫民生难题，彭水下足
绣花功夫，布局实施基层医疗机构集团化管理
改革，使乡镇医疗机构由“单打独斗”变“抱团发

展”，实现资金、人才等资源整合，进而发展壮
大。

一楼一底的独栋建筑，占地200多平方米，
诊断室、治疗室、药房、候诊厅一应俱全。很难
想象，这是彭水县绍庆街道镇南村这座小村庄
的卫生室。

“从以前20多平方米的小单间，到现在的大
独栋；从以前医疗器械只有温度计、血压计、听

诊器‘老三样’，到现在各种医疗器械齐备，变化
太大了！”镇南村卫生室医生蔡道明说，如今选
择到卫生室就近看病的村民越来越多。

镇南村卫生室的变化，是彭水基层医疗环
境嬗变的缩影。

近年来，彭水致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集团
化管理改革，独立设置农村卫生管理中心，建立
以农村卫生管理中心为集团总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为成员单位的集团化管理模式。在明晰
医院内部经营管理权限的前提下，由医院集团
统一规划、统一配置资源，实现对基层医疗机构
发展计划、预算安排、审计监督等工作，推动基
层医疗机构规范发展。

在彭水，引进、培养、打造一支稳定、高素
质、高水平的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对于提升基层
医疗水平同样重要。

彭水建立起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两
手抓、两手硬”的绩效考核方案，做到优绩优酬、
多劳多得。同时，建立起专科培养制度，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选派理论知识丰富、操作能力强、工
作责任心强的医务人员，前往市级“三甲”医院
或县级医院脱产进修。

如今，随着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彭水农
村群众就医选择发生巨大变化，全县门急诊、住
院患者留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比例，已连续
多年超过72%，小县办出了优质医疗。

倾斜医疗资源 让群众就近看病看得起病

赵童 彭光灿 刘茂娇
图片除署名外由彭水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文武小学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教学 摄/廖唯

均衡教育发展
让孩子上得起学上得好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着眼于让山区孩子享受
更加优质的教学质量，彭水积极推动教育均衡发
展、内涵发展、优质发展、特色发展，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实现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学、
上得好学。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再穷
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要想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必须靠教育。”郁山镇中心校大坝教学点，曾
是一所典型的农村薄弱校。如今教学条件、校园环
境得到翻天覆地的提升。对于教学点的师生而言，
建塑胶操场、铺设草皮、修文化墙，彻底整修校舍
……这一切，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

大坝教学点，绝非特殊的“样板工程”。在彭
水，所有乡村小学的办学条件，近年来都实现了大
坝教学点一样的统一标准的改善。

硬件完备了，软件也要跟上。针对村小教师储
备不足的问题，彭水从2013年起，实施小学全科教
师“定向就业”；2015年起，开始学前教育专业公费
师范生定向培养工作；2017年迄今，已有139名年
轻教师充实到乡村教学点教师队伍中。

为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彭水想方设法提高教
师待遇，根据学校规模与街镇乡所在地距离、交通
方便程度、生活条件艰苦程度等情况，发放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和工作补贴。在彭水，财政发工资先保
障教师，再保障公务员；教师的工资比公务员高，村
小教师工资要比城镇教师里高，已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彭水深入挖掘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潜
力，探索“互联网+双师教学”模式。致力建设乡村
特色名校，推动乡村学校文化建设，让村小的孩子
也享受到一流的特色艺体教育。

近3年，彭水累计投入6亿元，改造94所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新建校舍6万平方米，新建运动场4.9
万平方米。“财政每花5元钱，就有1元钱花在教育
上。到县里的村镇看，最好的房子是学校。”2019
年，彭水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目前彭水每个乡镇都有一所可寄宿的初中、一所中
心小学，山村教学点零星分布，“山里孩子上学，单
程不会超过1个小时。”

联合乡乡村公路绕行山间，风景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