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为厚植采编人员基层情怀，助力

选调生成长，本报策划组织了“编辑记者结对

选调生”活动。

活动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选调生所任职的

村（社区），深度融入他们的工作生活，真实反

映他们的所思所盼，真情还原他们的成长故

事。本期刊出的是结对手记开篇《“无字书”，

怎么读》。

本报记者（中）和
曹怡（左一）在居民薛正琴（右一）家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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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一手抓
集体产业，一手抓人才队伍，拉长补
齐发展的“短板”。

在产业方面，德昌县注重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投入1500万
元，成立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
偿金，撬动金融机构提供1.5亿元低
息贷款，缓解各类涉农经营主体“融
资难”问题，已累计向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脱贫户发放低息贷款330余
笔、9800余万元。同时，设立1000
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启动金，按照

每村10—30万元的标准，采取免息、
三年后分期归还本金等方式，无偿提
供给示范村、潜力村、薄弱村使用，已
累计向30个村拨付800余万元。

在人才方面，德昌县注重培训提
能，每年对村书记、村主任全覆盖培训
至少1次，分期举办专题班提升村干
部学历。并完善待遇保障，建立“基本
报酬+考核绩效+集体经济创收奖励+
离职生活补助+养老保险补助”机制，
村书记基本报酬增至3200元/月，副
书记、副主任等其他村干部基本报酬
增至2560元/月。（龙诸侯 沙马木萨）

一手抓产业 一手抓人才

德昌拉长补齐发展“短板”

本报讯 为解决农村党员“平
常难管理、作用难发挥”等问题，湖
北省保康县委组织部试点农村党员
包片联户制度，并将包片联户述职
作为民主评议党员的主要内容和乡
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的重要内容。

包片联户由无职党员提出联户
意向，由包片党员（干部）统筹，做到
带富能力强的党员与生产生活困难
户联系，协调能力强的党员与纠纷
户和信访户联系，劳动能力强的党
员与“三留守”户和残疾人家庭联

系，确保党员人人有事做、群众户户有
人帮。村党组织还为本村特困户、“五
保”户、信访户、残疾人家庭、优抚对象
户等特殊群体建立一户一档。

村党组织将党员的“资源清单”和
群众的“需求清单”进行精准对接，形
成“服务清单”，明确具体措施和完成
时限，实行台账管理。试点工作开展
以来，480名党员和1520户特殊群体
确定了结对联系关系，帮助解决生产
生活困难 680个，排查安全隐患 87
条，化解矛盾纠纷72起，指导发展特
色产业1800余亩。 （保组宣）

党员有事做 群众有人帮

保康试点党员包片联户

本报讯 “遵余高速开通了，大
伙千万不能翻越护栏上高速走近路
哦！”“新冠疫苗第二针开始接种，还
没接种的快去镇卫生院。”“近段时
间雨水较多，要防止茶树受涝。”近
日，贵州省余庆县白泥镇中关村的

“村管事”们忙着走家串户，提醒群
众要注意的事项。

今年以来，余庆县坚持以村党组
织为核心，充分整合河长、联户长、护
林员、调解员等各类资源，在全县56
个村建立“村管事”制度，每个村由1
名村“两委”成员担任“管事长”，选1
名有威望、热心集体事务的党员担任

“管事小组长”，小组内护林员、联户
长等则担任“管事员”。截至目前，

“村管事”共化解矛盾纠纷70多起，入
户宣传政策2000余次，做到群众有需
求、支部有回应、党员有行动，逐步形成
了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的自治新格局。

为保障“村管事”制度顺利实施，
各村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强
化对“村管事”的规范性指导；利用集
体经济收益、民间资助等，保障“村管
事”的务工补贴、考评奖励。同时，对

“村管事”履职情况进行积分管理，定
期公示，激发“村管事”干事创业积极
性。“‘村管事’制度实现了问题第一时
间发现、事情第一时间解决、矛盾第一
时间化解，通过群众事群众办，切实帮
助基层减负。”余庆县委组织部部长余
如江说。 （待恒 高倩 静文）

群众的事情由群众办

余庆村村都有“管事长”

本报讯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全
面推行“导师帮带制”，帮带对象主要
是参加工作不满3年的乡镇年轻干
部，新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党
建工作相对落后、集体经济相对薄弱
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缺乏基层
工作经验的村干部。在导师的选择
上，坚持“能者皆可为师”的导向，组建
导师库。全县共选出253名能者进入
导师库，帮带327名“徒弟”。

如何让“导师帮带制”落到实
处？该县根据帮带对象的岗位特点
和短板弱项，精心制定培养方案，建
立导师职责清单和帮带对象任务清
单，帮带双方接受所在单位干部和

联系村（社区）的测评打分，镇党委根
据测评打分结果，出具帮带成效鉴定，
作为干部年度考核、评先评优、选拔任
用的重要依据。

推行“导师帮带制”后，华容县为
2020年公开招录的87名大学生村干
部每人配备了一名导师，让这些年轻
村干部有人传、有人帮、有人带。7月
1日晚，华容县普降大雨，万庾镇新街
社区干部刘鹏第二天清早巡查发现，
倒下的树木导致高压线掉落，电力陷
入瘫痪，一时束手无策。他赶紧向“师
傅”、社区党支部书记白祥发报告，师
徒二人迅速与镇供电所沟通，很快恢
复供电。 （华组宣）

助力年轻干部快成长挑大梁

华容推行“导师帮带制”

本报讯 浙江省磐安县新渥街
道推出交办项目化、履职清单化、考
核精细化、督查常态化的“四化”工
作法，建立健全“每月一交办、每月
一考核、每月一通报”的指定性任务
交办制度，倒逼村社干部干事创业。

“四化”工作法实施以来，新渥街
道累计交办项目229件。根据工作
量大小、推进难易程度对每项任务进
行量化赋分，将每月考核得分情况跟
村社干部绩效报酬挂钩，同时分别对
每月得分前5名、后3名进行通报表

扬、批评，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永加
村5月份考核得分排后3名，在接到6
月份指定性任务后，村干部对照清单，
迅速落实村庄环境整治工作。

为压实村社干部责任，新渥街道成
立了督考办，采取“突击式”“点穴式”和

“交叉式”等方式，每月到项目现场、攻
坚一线、群众身边，对村社干部落实交
办任务的情况开展常态化督查。截至
目前，开展现场督查6次，发现项目推
进不力等问题15个，提醒约谈村社主
职干部3名。 （应羽淇 张铿烁）

倒逼村社干部干事创业

新渥实行指定任务交办

【选调生档案】

曹怡 女，中共党员，1995年生，安徽宁国人，
南京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20年考取南
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选调生，同年9月15日来到
湖熟街道湖熟社区挂职锻炼，担任社区书记助理，
负责党建宣传工作。

“我来到社区已经10个多月了。深深感到，
基层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无字书’，越读越有味。
关键是要钻得进去，悟得出来。”这是曹怡与记者
见面时的“开场白”。

在湖熟社区担任书记第 8 个年头的徐国
才，对曹怡这位新“助手”也是赞赏有加，“她有
才气、接地气、肯吃苦，基层就需要这样的青年
人！”徐国才举了一个例子：为庆祝党的百年华
诞，湖熟街道开展了“心中有话对党说”活动，
曹怡和江宁区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联袂主持。
徐国才第一时间将现场视频发到朋友圈，居民
们都很自豪。

为定格曹怡的成长轨迹，探讨读懂“无字书”
的窍门，记者遴选了她在社区经历的二三事。

“一棵树”的学问

【采访现场】
就在记者采访徐国才时，有两个社区居民走

进他的办公室。“书记，我们家墙外的那棵大树什
么时候才能锯掉？”

“怎么，锯树也要找社区？”趁着徐国才接待
的间隙，曹怡为记者释疑：这两位居民一个叫成
锡德，一个叫马光银，两人是邻居，两家的平房之
间有一个小巷子，巷子里有一棵六七十年的大白
杨，树干三人合抱，树高目测30米左右，树冠盖
过两家房顶。他们担心，这棵树不除掉，一旦遇
到狂风骤雨，树枝砸下来，会压趴房屋，危及生命
财产安全。

民有所求，社区有所应。徐国才向记者介
绍了他们的处理办法。“本来锯掉这棵树不是
什么难事，只是因为两户居民住在街巷深处，
作业机械根本进不去，只能由人工操作。”此
前，他们曾与几家专业工程队联系过，因为树
高有风险，加之树旁有电线、网线等，施工难度
较大，有关负责人看了现场之后都不愿承接。
好不容易联系到安徽一家施工队，愿意揽下这
个活，但开价两万元左右。“这笔钱不能省，群
众的安全是大事。”徐国才向居民承诺，近期就
安排施工人员进场。

随后，记者也来到现场，实地感受锯树难度。
村干部告诉记者，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人工将那
些枝枝丫丫一段段锯下来，还要确保不能掉在房
顶上。不仅费力费时，而且安全措施必须到位。

【互动交流】
锯树是个特例，但对这棵树的态度却蕴藏着

基层工作的规律。
在去现场的路上，记者与曹怡边走边聊，话题

围绕“一棵树”背后的学问展开。记者告诉她，作
为一名基层选调生，遇事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举一
反三、就事论理，这个理就是工作的“准星”。要努
力做到办一件事，长一份见识，收获一份成长。透
过这棵树，应当悟出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不可或缺
的民生情怀、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没有情怀，就
会冷漠百姓诉求，凉了百姓的心；没有责任，就会
敷衍搪塞，拖而不办；没有担当，就会前怕狼后怕
虎，一事无成。

“一双鞋”的情怀

【采访现场】
穿行于湖熟社区河沿自然村的巷道里，在社区副

书记王洪梅和曹怡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居民薛正琴家。
薛正琴是当地居民公认的好人。今年60岁的

她，从结婚至今一直照顾着患有精神病的小叔子，独
自揽下了小叔子饮食起居、洗衣浆衫的责任。家庭
收入主要靠丈夫在外打零工，干一天120元钱。

为贴补家用，薛正琴操起了手工制作拖鞋的手
艺。客厅的鞋柜里放满了她的“作品”。由于只是在附
近熟悉的居民中销售，销量有限，每双只赚20元左右。

曹怡与薛正琴结缘，就是因为“一双拖鞋”。一

次，曹怡从薛正琴家门前经过，看到院子里晒的漂
亮拖鞋，便好奇地进门聊了起来。这一聊，曹怡不
仅知道了薛正琴的不易，也知道了她家庭的困难，
萌生了帮助薛正琴的想法。曹怡将薛正琴的故事
和她做的拖鞋发到朋友圈，希望亲朋好友购买，还
打算开个淘宝店，推介薛正琴的产品。

为鼓励薛正琴扩大生产，提高效益，曹怡自己
垫资帮薛正琴网购了鞋垫和毛线等原料。曹怡现
场告诉薛正琴，下午即可到货。“一旦销路打开
了，可以成立合作社，动员街坊邻居一起加工，走
出一条居家挣钱的新路子。”

离开薛正琴家时，记者听到薛正琴轻声对曹怡
说，“家里有绿豆粥，想喝吧？”那一刻，远离家乡的曹
怡沐浴着亲人般的温暖。

【互动交流】
曹怡虽然没有喝绿豆粥，但她很在意这份情！

“我们这些人离群众最近，我们怎么样，群众心
目中的党就是怎么样，党的干部就是怎么样。”通过
与薛正琴的交往，曹怡对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有
了更深切的理解。

“锅不热，饼不靠。”记者以这句俗语送给曹怡。
告诉她，字面意思是只有热锅才能烙饼，比喻要想让
群众信任你，必须时时有热心肠，事事做热心人。并
以许多优秀第一书记的经历鼓励她。

“一个娃”的牵挂

【采访现场】
曹怡的手机上，保留着她与一个9岁儿童周栩

彤的照片。这幅照片是今年六一前，在社区举办的
儿童节活动现场拍的。

看着照片上的小栩彤，你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家
庭的不幸。她的父母都是聋哑人，爸爸是后天的，妈
妈是先天的，小栩彤也有听力障碍，需要使用助听器。

小栩彤的奶奶马永琴，是全家的顶梁柱。她在
湖熟社区灵顺北路12号开了一家理发店。不巧的
是，我们去店里看望她们时，奶奶带着栩彤去特殊儿
童康复学校训练去了。

去年11月，也就是曹怡到社区工作的第三个月，在
江宁区城建集团开展的困难儿童一对一帮扶活动现场，
曹怡第一次见到了小栩彤，奶奶带着她，很乖，但就是不
说话，不爱笑。之后在社区举办的各类儿童活动中，曹
怡主动担当起栩彤临时家长的角色。在一次亲子活动
结束时，栩彤主动向曹怡招手，曹怡以为有什么事，没想
到，她居然在曹怡耳边清楚地说了句：“阿姨，谢谢你！”
孩子从心底迸出来的这句话，让曹怡格外温暖。

湖熟社区的儿童，对曹怡倍儿熟。我们在社区
暑托服务点看到，10多位儿童见到她的到来很兴
奋。记者问一位名叫钟艺齐的一年级小朋友，曹怡
阿姨好不好时，他扯着嗓门说：“好！她给我们放
过电影《大圣归来》。”

【互动交流】
“牵着老人孩子的手，幸福全拥有。”家庭如此，

社区何尝不是如此。小栩彤对曹怡的真情流露，让
曹怡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记者与曹
怡交流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体会时，曹怡说，
她对庆祝大会现场青少年诵读的那句“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印象特别深刻。作为踏上新时代赶考之路
的青年，就要像总书记希望的那样，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她的理解，志气指的是家国情怀，
骨气指的是自信自强，底气指的是能力本领。

分别时，记者对曹怡说，基层历练时光很宝
贵。染牢基层底色、厚植民生情怀，涵养过硬本
领，将受益终身。 本报记者 王书明 车婧

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关键举措。广西梧州市完善新一轮驻村干部

“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确保选得准、管得严、用
得好。

扩容人才蓄水池。梧州市驻村干部在个人自
荐、组织推荐基础上，增设群众举荐、模范引荐两
种选拔方式。人才库去年5000人不到，今年扩容
到6405人。再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对拟选派干部
的“三龄两历”、党员群众评价、有无信访问题等进
行精准核查，精选优选了804人担任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员。此次新任驻村干部中，党员占60.7%，
35岁以下的占32.9%，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57.3%，具备农村工作经验或涉农专业特长的占
85.9%，队伍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

人岗相适配能人。为释放选派力量最大效
能，梧州市将268个重点乡村划分为不同类型，有
针对性地选派干部驻村。对21个党组织需要巩
固提升的村，选派63名熟悉党务、组织工作的人
员担任驻村干部；对 30个需要重点发展产业的
村，选派90名懂经济、善管理的人员担任驻村干
部；对17个征地拆迁任务重、矛盾纠纷易发的村，
选派51名擅长调解矛盾纠纷的人员担任驻村干
部，真正做到因村因岗派人，人尽其才、人岗相
适。高三力是梧州市委组织部的一名选调生，今
年4月来到藤县谷山村担任第一书记，不到两个
月，就完成了集体经济项目规划、处理山林矛盾纠
纷等工作，受到村民好评。

优化机制善管人。梧州市着力完善驻村干部管
理机制，通过电话督查及明察暗访，督促考勤、请销

假等驻村制度落实。同时，实行考核捆绑，将驻村工
作列入选派单位党建绩效考核，推动选派单位对驻
村工作给予足够支持和保障。该市还将驻村干部年
度考核与乡村振兴考核指标挂钩，激励驻村干部争
当乡村振兴的“干将”“闯将”。

以干代训育人才。梧州市精心安排了一系列履
新培训课程，邀请基层党建、农业农村等方面专家为
全体驻村干部授课。同时，开展“驻村接力”，安排
1000名老队员短期留任，以老带新，让新任驻村干
部尽快融入角色。该市还大力推行以干代训，驻村
干部到岗后，均要参与一次“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目前已累计办理民生实事8600多件，促成
72个集体经济项目落地。

本报通讯员 廖子锋
本报记者 倪敏

梧州全链条锻造驻村“硬核”队伍

近日，贵
州省榕江县计
划乡加宜村苗
族群众依依不
舍送别驻村第
一书记胡永刚
（前右一）。

李长华 摄

曹怡（左）看望社区抗美援朝老兵王继贵。

曹怡（左二）在立洲家具厂了解生产情况。

曹怡（右）和小栩彤（左）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