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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工作队伍 聚力乡村振兴战略◆

专访专访““当家人当家人””

时间，总是由奋斗定义。
2021年，奋进的中国迈

上新的征程，奋斗的中国共
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记录历史伟业，展现百年
风华。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奋
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打
开名村相册”专栏，讴歌党的
农村政策在广袤原野上结出
的累累硕果，展示亿万农民
“听党话、跟党走”的伟大创
造，为全面开启乡村振兴新
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能。

3月5日，农历惊蛰。
记者来到改革春雷响起的地方、被誉为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溪
河镇小岗村采访，听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党
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讲述改革的过往。

“当年农家”茅草房，现在是小岗村的网
红打卡点。1978年底，小岗村18位农民在这
里摁下红手印，立下分田“生死状”，这一创举
犹如一声惊雷，掠过华夏大地，小岗村改革的
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那份分田“生死
状”，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物证，如今陈列在
国家博物馆。

“小岗村的品牌，最初是老百姓用红手印
摁出来的，大包干因此成为罩在小岗人头顶
的闪亮光环。”李锦柱说，因为这个原因，外界
对小岗村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分田”层面，其
实在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不断激活改革引
擎方面，小岗村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从
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土地确权的红本本，再到
农村“三变”改革的分红利……一抹“小岗
红”，是小岗村40多年来的鲜明底色；一部小
岗村的发展史，是党的“三农”工作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生动写照，昭示着一个
真理：人民是改革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共产党
则是改革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李锦柱“拉”出的一串“改革清单”，折射出
小岗村从“一声惊雷”到“一路探索”的轨迹。

2008年11月，小岗村率先成立农村土地
流转交易代理点。作为土地流转试点项目之
一的葡萄示范园，当时以每亩500元的租金
从农民手中流转了80亩土地，每亩年收益
2500元左右，辐射带动90多户村民种葡萄。

“当初贴着身家性命分到手的地，转出去之后
心情是复杂的。”看到葡萄园给村民带来的实
实在在的甜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
打消了疑虑：“大包干仅仅能填饱肚子，土地
流转才能鼓起口袋。”2010年严金昌流转出
一半承包地，2015年又将余下的另一半地也
流转出去了。如今，小岗村万余亩农田流转
率超过七成，有的是农业龙头企业操盘，有的
是本地能人接手。希望的田野上，“长”出了
20多家合作社、4家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在小田变大田、散田变整田的同时，产业
业态和经营模式不断被刷新，百姓增收致富

的空间日益扩容。
2015年7月8日，安徽省“土地确权”第

一证在小岗村颁发，16位村民代表从省领导
手中接过红灿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意
味着小岗人在巩固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
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方面，再次担当探
路先锋。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说，“土
地确权颁证，为承包地上了‘户口’，‘红本本’
就是一颗‘定心丸’，以后不用担心土地流转
出去收不回来了。”在安徽，小岗村率先完成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发放

“红证书”875本，发证率100%。
2018年2月9日，对小岗村村民来说，同

样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近百名村民第一
次领取了集体经济股权分红。始于2016年
的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旨在探
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实现途径，赋予村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
益、退出、抵押、担保、继承等权能，实现了从

“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到“人人分红”的转
变。2018年11月16日，小岗村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社获颁“全国第一证”，领取了合法“身
份证”，具有了法人地位。今年2月3日，村集
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向村民发放红利255.6万
元，人均600元。“村民成了股东，格外关注集
体经济发展！”李锦柱说。

土地由“分”到“合”、规模由小到大，业态
由一粮独大到三产融合……小岗村在党的农

村政策指引下，不断将改革推向“深水区”，一个
以特色农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业为核心、旅游
业为重点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投资10.6亿元
的盼盼食品项目已建成投产，主要生产烘焙、膨
化等健康休闲食品，年加工玉米、小麦、大米、花
生、鸡蛋等各类农副产品20万吨，利税超亿元；
村里先后举办系列文化旅游主题活动50余场
次，游客总量达百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2亿
元，目前正努力提升软硬件设施，倾力创建5A
景区，朝着景区、社区、园区一体化的特色小镇
迈进。2020 年小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6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160万元，走在改革
路上的小岗人，一路分享着改革红利。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擘画了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蓝图，我们正致
力于打造乡村振兴的小岗样板。”李锦柱说，小岗
村已经拟就了“三步走”的乡村振兴任务书和路
径图。记者注意到，在2021年重点工作中，涉及
农村改革的就有11项，包括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农
房和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拓展
股权权能，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开展党建
引领信用村试点，破解农村金融难题；扶持土地
股份合作社做大做强等。和着乡村振兴的“时代
旋律”，小岗村正奏响“改革再出发”进行曲。

憧憬未来，李锦柱信心满满：“只要我们始
终牵牢基层党建这个‘牛鼻子’，向改革要动力，
就能激发活力，续写新的辉煌。”

本报记者 王书明 李慧 华贤东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

从“一声惊雷”到“一路探索”

土地由分到合不是走回头路

对话人：严金昌，78岁，“大包干”带头人之一。
3月6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小岗村主干

道上的“金昌食府”，见到78岁的大包干带头

人之一的严金昌，他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
矍铄，仍然在自家经营的饭店里忙前忙后。聊
起当初土地流转时的情形，老人印象深刻。

大包干时，严金昌家分到的35亩地，分别于
2010年和2015年流转给外地人经营。“当时心
情确实有点复杂，因为这些地是我们冒着坐牢危
险才分到手的，突然失去了，心里不踏实，担心回
不来。”后来，土地确权了，老人也放心了。

严金昌说，大包干之后，由于单纯种粮食，

加之那时粮食价格低，农民负担重，种田挣不了
什么钱，年轻人不得已纷纷出去打工。当时有
一句流传的话是，小岗人一年越过“温饱线”，
20年没进“富裕门”。后来，通过将土地流转给
能人经营，发展特色农业，农民不仅拿到了租
金，务工还能拿工资，大家看到了希望，目前全
村70%的地已经流转。

“现在我们全家都不种地了。”严金昌与儿
子严德双经营的农家乐， ▶下转4版

三代小岗人三代小岗人““看看””小岗村小岗村

开

栏

的

话

本报讯（雷祖平 吴学炎 林
华维）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硖门
畲族乡柏洋村党委书记王周齐，
今年以来去了邻村东稼村5趟，帮
助他们确定开发9家茶场的思路。

王周齐为何要“管”邻村的
事？原来，宁德市今年试点了导
师帮带制，于是王周齐有了另外
一个身份——东稼村“两委”班子
导师。66岁的王周齐担任村书
记已有27年，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
经验，是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劳动模范。他所任职的柏洋村是宁
德市明星村，去年村集体收入725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31500元。

宁德市出台的“导师帮带制”
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了导师来源、
帮带对象、帮带内容、帮带方式等。

导师来源包括乡镇领导干
部、站（所）负责人、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
员、金融挂职干部、先进党组织书
记、闽东乡村振兴学院（研究院）
专家教授等。市委组织部将在试
点基础上，开展市级导师推选认
定工作，建立起800人左右的市
级帮带导师队伍。

帮带对象有六类，分别是软

弱涣散、2星以下的村（社区）党组
织，以及集体经济相对薄弱、“造血”
功能相对欠缺的村“两委”班子；基
层工作经验相对不足、群众工作能
力相对薄弱的乡村干部；没有基层
工作经验、打开工作局面较慢的下
派驻村干部；新任乡镇（街道）领导
班子成员、村（社区）“两委”成员和
新入职的乡镇（街道）干部等。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帮带内容根据导师自身工作经验、
帮带对象发展方向等因素确定，重
点抓实抓好政治建设、思想情怀、组
织建设、群众工作、产业发展、乡村
治理等6个方面，采取结对式、授课
式、交流式、辐射式、项目式、作业式
等多种帮带模式。

为了确保帮带成效，宁德市将
“导师帮带制”试点工作纳入县乡党
委书记述职评议考核重要内容，要求
帮带时间至少1年以上，对帮带导师、
帮带对象每年至少集中轮训1次。

据介绍，宁德市今年起已在23
个乡镇（街道）、100个左右村（社
区）先行试点，2022年1月起在各
县（市、区）一半以上乡镇（街道）和
村（社区）推开，2023年1月起在全
市乡村全覆盖，并将成果经验固化
为制度机制。

宁德试点导师帮带制

本报讯（邓波）云南省巧家
县委组织部打造选调生县乡村“三
级联动”培养链，由县委组织部部
务会班子成员、乡镇党委书记、村

“两委”主干与选调生结成“N对1”
帮扶对子，并建立选调生轮岗台
账，推动选调生到党委、政府部门
轮岗学习，注重将表现优秀的选调
生放在移民搬迁、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城乡规划等一线重点岗位跟
班，帮助其长才干、提能力。

巧家县把选调生培养使用纳

入全县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总体规
划，并将村（社区）作为选调生培养
历练的“主战场”，结合每个选调生
的知识结构、工作经历、能力特点等
因素，精准匹配最适合的村（社区），
确保选调生到村（社区）任职后，迅
速进入角色，发挥所长。截至目前，
全县14名选调生全部被选派到条
件艰苦、工作任务重、适合个人成长
的村（社区）任职，有9人担任村（社
区）专职副书记，2人任驻村第一书
记，3人成长为乡科级领导干部。

巧家“三级联动”培养选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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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对话““三代人三代人””

上图：40多年前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前合影。下图：小岗村石马小区新貌。新华社发

本报讯（樊人铢）甘肃省岷县
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六盘山片区58
个重点贫困县之一。该县突出抓好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党建办主任和
村党组织书记三支队伍建设，激发
他们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
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

注重在重点工作一线了解、
考察、识别乡镇党委书记，先后将
7名思想政治素质好、贯彻执行
能力强、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联
系服务群众能力强的干部选配到
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全县18
名乡镇党委书记平均年龄42岁，
结构进一步优化。择优储备乡镇
党政正职后备人选50名。

组织乡镇党建办主任赴四川西
部新农村建设培训中心参加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班。同时，有计划地安排18名乡镇
党建办主任分6期到县委组织部各
组（室）跟班学习，由优秀组工干部
结对指导。

注重从农村实用人才、致富能
手、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外出务工
经商返乡人员、大学毕业生、退役军
人中推选村级党组织书记，选派16
名“85后”全日制本科学历党员干部
担任村书记，公开选聘行政村专职
党组织书记75名。采取“任职培训、
定期轮训、学历教育、赴外考察”等
形式，对村级干部进行全覆盖培训。

岷县建设乡村振兴“三支队伍”

本报讯（周宇 李付鹏）“村
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多，服务
特别好，去办事还能坐下来喝茶，
等待的时候还可以看电影，很暖
心！”近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仙女镇新和村新建的党群服务中
心，成为村民的“打卡点”。

江都区聚焦“形象出新、服务
出彩、作为出效”，新建了172家
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智慧大屏、标
准篮球场、5G灯杆成为标配，平
均面积从350平方米增加到780
平方米，打造成功能丰富、服务配
套、运转有序、保障有力的基层党

组织阵地，人气越来越旺。
建好中心只是开头，用好才能

发挥实效。围绕“大门常开、场所
常用、活动常办、群众常来”理念，
该区对照群众需求，不断充实完善
服务事项，坚持“服务功能最大化、
办公面积最小化”，整合党建、政
务、便民等服务，实现生活缴费、健
康医疗等 39 类 226 项便民事项

“一网通办”，“最后一公里”成为服
务“零距离”。丁伙镇丁伙村有着
65年党龄的老党员朱恩祥高兴地
说：“我们现在能享受和城市居民
一样的便利服务！”

江都党群中心成村民“打卡点”

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种植基地。

▶ 当年18位村民的红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