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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这个统计又要麻烦你了。”
“小王，你帮我在电脑上收个文件。”
……
10月18日，綦江区隆盛镇石梁村办公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封尊伟，“小王、小王”地喊个不停。
小王名叫王成红，今年25岁，是村里新来的本土人才，在年龄

偏大的石梁村支两委，没来多久的王成红，很快成为了封尊伟的左
膀右臂。

“为啥？还不是岁月不饶人，好多东西都弄不懂。”封尊伟挠挠头，
“现在什么公务都在网上处理，而我连打字都不会，跟不上时代了。”

封尊伟已满60岁，从1982年开始，他累计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或
村委会主任近40年，称得上“常青树”。“（当这么多年）也不是自己有
意为之，而是合适的年轻人不多。”他坦言。

事实上，村党总支一直在培养年轻党员。这些年来，先后发展了
几十名党员，但不少党员选择了外出务工，剩下的党员，要符合村干
部任职条件，而且又懂政策、会经营的，并不容易找到，因此现有的村
干部年龄偏大，副书记年满55岁，一个综合服务专干58岁。

鑫月山庄的老板蒋世伦在村里有产业，可能留得住，封尊伟有事
无事就找到他，和他唠家常。现在，蒋世伦已经当上了石梁村圆石坝
村民小组组长。

“年轻人见多识广，脑瓜子活点子多。村支两委至少需要3个年
轻人。”封尊伟说，渝黔高速下道口就落在村里，且马上就要通车，石
梁村的区位优势能得到很大的改变。村党总支也打算借这个东风，
动员在綦江城区务工的年轻党员回村创业，从中发展“接班人”。

綦江区委组织部调研信息科科长卢林菓：像封尊伟这样的
“60 后”村党组织书记、主任，綦江目前有 71 名，占全区的
23.5%。这些同志大多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群众基础好，
在协调矛盾纠纷、同群众打交道上有优势。但他们同时也面临
着激情退化，自身学习能力不够等问题。希望他们持续加强自
身理论学习，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传帮带”，吸引有能力年轻党员
回乡发展，从中选任村党组织负责人。

10月13日，位于九龙坡区铜罐驿镇的重庆英雄湾乡村振兴学
院，为期5天的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村两委班子成员培训
班（第五期）正在授课。

这是一个针对脱贫地区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培训班，授课内容包
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政策解读、乡村振兴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对学员来说十分有用。

“是个难得的充电机会。”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和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周冬勤是学员之一。周冬勤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三农”
工作重心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后，她很快感觉到了知识储备上的不足。

今年6月的一天，周冬勤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一名村干部突然
冲进来，“不好了，鱼塘的鱼翻肚子了。”

周冬勤一听，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路，拔腿就往鱼塘跑。只见鱼塘
上白花花的一片，很多鱼都死掉了。最后粗略统计，村集体发展的生
态鱼，死了1000多斤，损失2万多元。“后来我们请教专业人员才知
道，天气变化导致氧气不够，如果提前开启增氧机，也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周冬勤叹气道，“唉，还是专业知识储备不够啊！”

消费帮扶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电脑用得不熟练的周
冬勤在这方面有点“跟不上趟”。比如产品照片怎么拍摄才好看，推介
广告词怎么写，营销怎么策划，尽管这些都可以“外包”，但自己多少也
得懂一点。

乡村振兴实施越全面和深入，50岁的周冬勤愈发觉得“充电”的必
要和紧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什么要点、乡村治理有哪些模式和经
验、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是什么等内容，都让她受益匪浅。

周冬勤说，一是消化吸收这次课堂内的知识，二是准备在网上报
一些电子商务、村务管理的课程，不断用新知识武装自己，学会用新
手段带动村民发展。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组织部组织一科负责人王壹：万盛经开
区共56个村，现有村党组织书记56名，像周冬勤这样的“70后”
28名、占比50%，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经验、有能力，
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但部分人的知识结构跟不上乡村新形势的
发展变化。下一步，将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重点，以团结组织
农民群众、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为主要内容，帮助村党组织书记不
断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抓农村党支部建设的能力。

此次换届，一批“90后”上任，他们有知识有能力，见多识广，成为
了被寄予厚望的乡村振兴生力军。但基层工作经验，却是他们要补
上的第一课。

荣昌区荣隆镇高田村党总支书记郑天波就是一名“90后”，电子
信息专业研究生毕业的他，对农村这个有些特殊的社会结构缺少系
统认识和经验，也让他的基层工作遇到了一些阻力。

去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那时候要减少人员聚集，我
们就拿着喇叭挨家挨户宣传。”郑天波很快遇到了“硬骨头”——部分
群众没有太重视，觉得过年过节聚一下不会出什么问题。郑天波只
好采取强制措施，放出狠话：“谁要是再敢擅自聚集，法律责任自负！”

他有些“直来直去”的做法，让一些群众心生芥蒂。
没过多久，村里准备利用1100亩的麻雀岩水库搞生态养殖，又

触碰到不少老百姓的利益。
郑天波的计划是，既然是生态养殖，老百姓就不能再去钓鱼了，

怕影响了水质，但乡亲们并不理解。
“建这个水库时，我们可是挑了泥巴的。”
“钓了几十年了，凭什么不让我们再钓。”
郑天波刚开始还是好言相劝，没取得多大效果后，他又准备采取

强制措施。
关键时刻，村里的老人站出来规劝：“小伙子，你还是和群众打交

道少了，他们不够信任你，怎么放心你能把水库搞好。”
郑天波听了进去，他先是召集党员和群众代表开会，耐心地说明

自己的意图，又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最终取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截
至目前，麻雀岩水库先后产出3.45万斤生态鱼，总计收入约20万元，
村集体有了收入，水库的水质还得到了提升，老百姓也将获得分红，
可谓一举三得。

“基层工作，往大了说是乡村治理，往小了说就是站在老百姓的
角度办实事，只要让大家相信你是个实在、公正的人，开展工作就容
易多了。”在基层摸爬滚打了一年多后，郑天波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
轨，也渐渐摸索出了一些工作经验，“跟群众打交道这门学问，还够得
学呢！”

荣昌区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王孺：荣昌目前村（社区）“两
委”成员有1135名，其中“90后”有212名，占18.7%。年轻同志上
手快、工作效率高，是建设乡村的生力军。但他们也面临着群众
基础不够深厚、基层工作经验不够丰富等短板，亟待克服。我们
要求村（社区）干部加强走访，做到每年至少两次的全覆盖走访群
众，一方面带着问题下去，另一方面到群众家中收集问题；同时为
群众办实事好事，以此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此外还要保持公
道正派，在处理群众矛盾纠纷时要尽可能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一般而言，农村生产关系越简单、乡村社
会越传统，对村支书能力的要求也越单一；相
反，农村社会越现代化，对村支书能力的要求
也越多元化。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村支
书能力的要求更加多元化。

总体来说，他们应是以基层党建引领乡
村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人、本领过硬的乡村振
兴带头人、推动乡村有效治理的实施者、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推动者和文明乡风的引领者。

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部分村支书由于
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仍然固守于乡村社会矛盾调解人、治安守护者
等角色，缺乏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相对于传统乡村治理而言，乡村振兴对
村支书能力的要求更高，既要有理解落实乡
村振兴政策法规的学习能力，又要具备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谋划能力，化解乡村振兴中
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协调能力，以及带动村民
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的凝聚能力等等。

如何培养这些能力？
一是在对村支书进行教育培训时，应把

身份意识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帮助他们明确
和强化身份意识、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

二是在能力提升上，建立常态化学习培
训机制，坚持自主学习与专门性岗位培训相
结合，培养村支书政治理论水平、组织协调能
力和群众工作本领。

三是注重在实践中锻炼村支书的工作能
力。随着农村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近年
来“走读”村支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相当一
部分村支书将家安在城里，平时多“浮在上
面”，“遥控指挥”村里的工作。对此必须建立
相应规则，确保村支书工作时间全部用在乡
村振兴工作实践上。

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支书发展晋升机
制。我市部分区县探索的村支书、主任定向
招录机制，打通了村支书的职业通道，给优秀
村支书提供了发展空间，值得借鉴。

新支书需要培养新能力

荣昌区荣隆镇高田村党总支书记郑
天波（左）向村里的老党员请教基层工作
经验。 周奇 摄/视觉重庆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村党组
织书记需要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
的能力。图为10月26日，游客在万盛经开
区 黑 山 镇 鱼 子 岗 村 健 身 步 道 游 玩 。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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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红叶”
成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笔者近日从巫山县市场监管局获悉，“巫山
红叶”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0 月中旬，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
“巫山红叶”证明商标审定公告，“巫山红叶”正
式成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还有“巫山庙
党”“巫山脆李”“巫山纽荷尔”等9个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北有香山红叶，南有巫山红叶”。近年来，
“巫山红叶”成为宣传巫山的一张靓丽名片。“巫
山红叶”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将进一步
提升“巫山红叶”品牌的知名度和保护力。

巫山融媒体中心 王忠虎

彭水：
油茶树结出村民“致富果”

当下正是油茶果收获的季节。在彭水苗
族土家族自治县善感乡石盆村连绵起伏的油
茶林里，村民们来回穿梭，忙着采摘成熟的油
茶果。

王满清是石盆村第一批栽种油茶的村民，种
植面积已达50亩，已投产30亩，今年预计收入5
万余元。像王满清这样收入上万元的农户在石
盆村就有10余户，油茶果给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效益，他们尝到了“甜头”，现在大家都争着
扩大油茶树的种植面积。

目前，善感乡油茶树面积已达 1万亩，已
投产的油茶树将采摘油茶果340余吨，实现产
值上百万元，产业辐射全乡 918户农户，其中
脱贫户501户。善感乡以“企业+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把油茶产业作为富民的特色产业
来发展。

彭水融媒体中心 陈兴盛 廖唯

巴南：
圣灯山村民用上天然气

“总算告别柴火和煤气罐了，天然气真是方
便又卫生！”近日，巴南区圣灯山镇天坪村村民杨
贻西“啪嗒”一声打燃了自家燃气灶，炒菜煮饭很
方便。

圣灯山镇天坪村海拔约700米，生态环境优
美，自然资源丰富，是众多市民避暑休闲的好去
处。过去村民上山砍树枝、拾柴烧火做饭，满屋
飘灰，影响环境，部分村民用液化气，成本也不
低。为进一步增加村民的幸福指数，圣灯山镇
启动天然气安装工程。今年9月，天坪村已安装
到户21户，5年内保证800余户村民全部用上天
然气。

“用上天然气，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还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时在发展乡村旅游这条路
上，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天坪村一农家乐负责
人王凯乐呵呵地说。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垫江永平镇：
8000亩柚子邀您去摘

近日，垫江县永平镇 8000 余亩柚子陆续
成熟。

永平镇种植有红心柚、白心柚、三红柚、垫
江晚柚等品种，柚子皮薄汁多、香甜可口，每
年霜降期间是采摘的最佳时间。今年的采摘
价预计为红柚1.5元/斤、白柚1元/斤、垫江晚
柚 10元/个、三红柚 1.5-2 元/斤，采摘可持续
到11月底。

联系人：张玉龙；电话：13996749468
垫江融媒体中心 代莉

綦江松山村：
蜜柚采摘正当时

本月，綦江区扶欢镇松山村“赵柚子”生态
园的蜜柚已成熟，采摘期可持续至春节。

“赵柚子”生态园种植蜜柚300余亩，预计产
量为10余万斤。该园蜜柚酸甜适中，汁多皮薄，
进园采摘价格为4—5元/斤，也可邮寄。

联系人：赵先生；电话：13206102890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合川化龙村：
今年的新蜜收割了

近日，合川区渭沱镇化龙村的蜂蜜收割了。
该村建有养蜂产业示范园，邀请市级养

蜂专家进行蜜蜂养殖技术培训，以种植的沃
柑和各类花卉作为蜜源，绿色天然无公害。
此次收割的蜂蜜约有 4000斤，全国包邮价格
为80元/斤。

联系人：陈琪；电话：13452824742
合川融媒体中心 李文静

□本报记者 颜安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这是“县

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一句名

言。农村党支部书记是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领路人、村级班子的带头人。今

年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元年，

同样也是全市村（社区）党组织集中换

届选举的第一年，村支书作用发挥如

何，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

农民富裕，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实现。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几名村

支书，听他们吐露心声，畅谈在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应对之策，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组织和人才方面的

思考。

新一届乡村新一届乡村““领头雁领头雁””如何领飞如何领飞

吸引有能
力的年轻党
员回村

年轻人外
出务工导致村
干部年龄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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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
村基层干部
培训

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暴露
出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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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的重心，进一步激发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作用，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成为新课题——

拓宽农民增收路
子，是村党组织书记
的重要任务。图为10
月9日，綦江区东溪镇
巩固村安吉白茶种植
基地，村民在管护茶
树。

记 者 万 难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