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标杆 强带动
“头雁”领飞乡村振兴

“甘书记的‘四动模式’让我深受启发。回村后，
我要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在黄陂区举办的

“木兰先锋大讲堂”上，李家集街道刘家砦村党支部书
记林丽对创造村党总支书记甘玉容的分享感慨颇深。

近年来，黄陂区创新开设“木兰先锋大讲堂”，通
过讲案例、谈思路、比成效等方式，为村干部传经送
宝、赋能提质。截至目前，共有超千人次参加培训，
涌现出一批敢担当、能作为的基层“头雁”。

好生态是创造村最大的优势，但“山多水多地
少”也曾掣肘发展，村民长期从事传统的种植业，经
济效益低，日子老不见起色。

山好，就发展花卉产业；水好，就发展水产养殖
业。近年来，村委会积极和各类企业合作，养殖、种植、
乡村游等方面全面开花，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0万元，
绘就“花卉蘑菇鳜鱼肥，桃花流水乡村美”的创造新篇。

黄陂区的“头雁队伍”正在全区502个行政村全面
起飞。上一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61.05亿元，
居武汉新城区首位，乡村发展活力十足。

用政策 强保障
激活“能人经济”

“回乡创业，是我作过最正确的决定！”黄陂
区姚家集街道杜堂村第一书记葛天才满怀感慨。
杜堂村曾是一个无人问津的“空心村”，如今烟花
秀、电音节、古装巡演及露营烧烤等活动吸引了
大量游客，让杜堂村声名远扬。

葛天才回乡，堪称姚家集街道“引凤还巢”的经
典样本。他一头扎进家乡建设，把散落的土地、闲置
的资金、外流的人才进行整合，创旅游综合收入近
3.3亿元，让144个贫困户脱贫致富。

近年来，黄陂区开展“在外能人大走访”，广发
“英雄帖”，建立1500 人的能人信息库，因村选人、
因人定村，选派502名创业能人、技术能人、管理能
人、文化能人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创办160余
家企业，让超2.5万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端上“就业
饭碗”。

黄陂区更把目光投向长远未来，悉心培育村级
发展“生力军”，先后约200名潜力无限的后备人才
脱颖而出。

抓基层 强堡垒
壮大党员骨干力量

“党建引领的‘双育’计划，给咱党员充了电、加
了油，往后领着大伙干，心里更有底了！”黄陂木兰
乡姚岗村返乡创业带头人彭磊畅交流培训收获时
如是说。

黄陂区“双育”计划以农业产业基地为依托，
打造木兰森林农场、刘小丫农场等集党性教育、
技能培育于一体的现场教学点 5 个，通过多轮培
训，500 多位农村骨干党员满载而归，成为乡村振
兴“先锋官”。

与此同时，黄陂区还打造了蔡以忱陈列馆、吴
光浩旧居等 32 处红色现场教学点，依托区委党校
开设专题培训班，淬炼党员队伍，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聚力形成“组织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的党建新格局。

在沿河村，“一个党员帮三户”成为暖心服务法
则，10名党员牵手30户群众，定期上门“唠家常”，精
准解决60余项生产生活难题。“围炉夜话”连办9场，
党员群众围坐畅聊，揽获意见17条。

以赛代训 以赛提能 以赛促干
为村干部量身打造个性化“成长作业”

今年新洲区积极搭建大比武擂台，将“村党组织书
记能力竞赛”与落实全市实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百村
先行 千村提升”计划有机结合，以赛代训、以赛提能、以
赛促干，促进村党组织书记尽快补齐短板、全面成长。

在大比武中，通过村级自荐、街镇推荐、区级比
选，确定20名村党组织书记进入区级决赛。参加区
级决赛的村党组织书记逐个登台打擂，最后2名村
书记入围市级决赛。

新洲区明确“帮组织体系、帮协调推进、帮产业
规划、帮制度完善、帮品牌打造”的“五帮”责任清单，
开办7家强村公司，组织100名村“两委”成员到村实
地观摩、交流学习。村党组织书记与 15 名较为年
轻、培养潜力较足的村党组织书记“师徒结对”，双向
促进干事创业。培育储备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
1021名，强化干部动态管理、择优选用。

挑大梁 成大事 担大任
选优配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加强驻村干部队伍全链条管理，严格执行人选
前置备案审核制度。建立常态化调研帮扶机制，每
年建立一批“第一书记领办项目”，进一步压紧压实
驻村帮扶责任，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指导参与
下，1091 个产业项目落地结果。坚持激励干事创
业，连续9年对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实现全覆盖
兜底培训1.1万人次。

潘塘街道姜墩村是土河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核
心村。今年以来，新洲区着力推进党建引领小流域
综合治理，制发《关于深化推进党建引领小流域综合
治理的若干措施（试行）》。来自市发展改革委的驻
村第一书记牛壮，主动担任党员护水队队长，带领驻
村工作队队员认领3块党员责任区，在小流域综合
治理等一系列重点工作中发挥“鸿雁”作用，赋能乡
村面貌蝶变。

一套措施 一所大学 一项计划
锻造高水平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队伍

近年来，新洲区通过落地“一揽子倾斜措施”、用
好“一所乡村振兴大学”、推进“一项定制培训计划”

“三个一”工作实践，以党员队伍为重要抓手，着力推
动高水平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建设。

实施“问津人才”专项支持措施，激发人才创新创
业活力，累计501人次入选“问津人才”，总奖励资金
4071.13万元。连续17年推进村级班子人才培养工程，
完成1682名人才学历培养，并在全市率先面向102名
人才开展本科层次学历提升。利用595个流动党员报
到站，吸引人才回归、项目回引、资金回流，依托“党员
家庭户挂牌”试点，800余名党员骨干结对帮带农户
2500余户。在产业“领头雁”带动下，新洲成功建成
省级现代蔬菜产业园等15个特色农业产业园，2024
年推广重大农业新技术16项、新品种20余个，预计
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61亿元，同比增长4.7%。

黄陂区“群雁”齐飞促产业发展

锻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新洲区筑牢战斗堡垒抓好“头雁”队伍

汇聚乡村振兴“硬核力量”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党建为魂。作为武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农业资源最丰富的新城区，黄陂区正以党建为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黄陂区紧抓全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契机，锻造“头雁队伍”、激活“能人经济”、培育骨干党员队伍，筑牢乡村振兴根基，为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注入不竭动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近年来，新洲区坚持把乡村干部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先导性、牵引性工作，聚力抓好乡村振兴

“领头雁”，不断汇聚乡村振兴“硬核力量”。

坐落在木兰山东北麓的青石桥村，宛
如一幅静谧而充满生机的田园画卷。这里
是黄陂区木兰乡的一个典型乡村，以茶叶
和水稻种植为主导产业。

“过去，我们的村子面临着分散经营、
规模小、效益低的问题。”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建勋回忆道，“通过党建
引领，我们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产业
兴旺起来，村民的口袋也鼓起来了。”

近年来，青石桥村积极探索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整合村级资源，成立武汉木兰青
石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
700 亩，种植水稻、油菜、玉米等作物。其
中村集体占股 51％，以支部带党员，党员
带群众，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合作社带动、
群众参与”的产业发展新路子。

在陈建勋的带领下，青石桥村不仅实
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成功转型，
还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乡村

振兴之路。今年合作社种植精品稻 700
亩，产量10万斤，收入70万元。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现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跑好乡村振兴接力赛的强力“引擎”。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陈建勋说，这
里种植的大米富含锌元素，产量大、品质
好、附加值高，村生产的稻米已经注册了

“木兰青石桥村”商标，还与武商超市等达
成合作协议，实现了市场化经营销售，进一
步提升了村水稻产业的生产总值和村民收
入水平。

此外，青石桥村还携手科技公司，共同
打造了数字生态乡村，通过调整农产品的
品种、品质、品牌和品相，提升竞争力，推动
农业创新发展。

“现在，我们用实际行动描绘‘富春山
居图’，让每一位村民都能享受到乡村振兴
带来的实惠。”陈建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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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榨街道凤凰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龚志军：

“我要为家乡做点事，带着乡亲共致富”
走进凤凰寨村，茶叶满山，荷叶、稻花

飘香，平整的柏油路在村子里蜿蜒，一栋栋
白墙灰瓦的小楼点缀在满眼葱翠中，居民
安居乐业……

谁也想不到，这里曾是武汉市级重
点贫困村。近年来，凤凰寨村坚持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走出了从“贫困村”到“网
红村”的“涅槃”之路，先后荣获“湖北省
生态村”“湖北省文明村”“湖北省卫生
村”等荣誉。

改写凤凰寨村命运的关键人物便是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龚志军。“早些年
村里中青年大量外流，不少土地撂荒，我就
琢磨着，得为家乡出份力。”2018 年，龚志
军响应政府号召，毅然决然回到故乡凤凰
寨村，开启逆袭之旅。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
支部。走马上任后，龚志军极为注重党员
队伍引领作用，推行“党员志愿服务”，那句

“有困难不要怕，随时给我打电话”的承诺，
喊得底气十足，桩桩件件落到实处。27名
党员亮出服务清单，6 个志愿服务组火力

全开，1000 多张代办连心卡架起党群“连
心桥”，1200余次志愿服务暖人心扉。

“咱村种荷花莲藕那是由来已久，每到
盛夏，荷花摇曳生香，莲子颗颗饱满，游客
纷至沓来，打卡采摘，热闹非凡。”带领乡亲
共同致富，龚志军瞅准“国企联村”机遇，联
合周边4村组建凤凰片区联合党委，整合
片区资源，以武汉来仪桥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为载体，携手武汉金控集团，深挖土特产
潜力，十余种特色农产品“破土而出”；无抗
绿色土鸡养殖试验基地别具一格，现代化
运营、自动化生产一气呵成；凭借近郊优
势，农产品长驱直入中心城区供销网络，入
驻“武供销”“长江严选”“武邮购”等热门平
台，还与武汉市委统战部、地铁集团、华工
后勤管理公司牵手合作。今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突破80万元，180余名村民家门口
就业，梦想成真。

在龚志军及全体村民不懈努力下，
近年来，凤凰寨村村民人均增收 2.7 万
元，农旅融合大道越走越宽，乡村振兴活
力满满。

木兰乡青石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勋：

“党建引领产业兴，村民口袋鼓起来了”

巴徐村自上世纪 70 年代恢复高考以
来，至今已有310人考上大学，还出了7位
博士、14 位硕士，几乎每两户人家就有一
位大学生，人称“状元村”。可谁又能想到，

“状元村”曾是没有状元愿意回的“老破
小”。100多处旱厕、70多家畜禽养殖户，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面对窘况，村党组织书记徐国栋决定
听一听“状元”们的想法。他每年请乡贤能
人回村把脉问诊，还把湾里的120 个年轻
人拉进微信群，征求大家意见。

先解决湾里旱厕和污水问题。徐国栋
带头拆除了自家旱厕和生猪养殖场，然后
引导村民自发拆除旱厕112 座，关停并转
养殖场67家，彻底解决了污染问题，村容
村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村党组织领办武汉首个全民股份制乡
村旅游合作社——“八巷九弄合作社”，按
照乡村旅游景点的标准打造村湾环境。村
民最少的出了 5000 元，最多的出了 14 万

元，现金入股共138.5万元。房子或整栋或
半层或单间入股。土地入股，由合作社集
中起来，统筹种植。劳动力入股，塆子改造
工程由村民自建，当日只结20%工钱，其余
的作为股本入股。合作社牵头，巴徐村修
缮古危房，开展立面3D彩绘整治，打造有
机果蔬采摘园，流转土地 1480 余亩，村民
亩均增收1600元，村集体经济增收10余万
元。

“80 后”女村民巴惠君去年回村创办
万灵鸟舍，从事鹦鹉养殖、销售、培训、诊治
和野生动物救助，成了村里的一大特色亮
点。目前，全村已有左罗马术俱乐部、拾光
摄影小院、知夏小院、创客小院等9家企业
和社会公益组织进驻，农文旅产业步入了
快速发展新阶段。

谈到未来，徐国栋充满信心：“有乡亲
们的大力支持、乡贤和专家们的精心指导，
我们的振兴之路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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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城街道巴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国栋：

把脉问诊破“顽疾”引凤栖梧绘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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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镇毛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纲全：

深耕厚植十九载 同心逐梦谱新篇
毛家冲村曾是新洲区有名的落后村。

村集体负债重，一度让村支书这个位置成了
“烫手山芋”。2005年，程纲全怀着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的想法，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程纲全四处
筹集资金，带头捐款 8000 元，领着村民出
资出力，历时3年，完成全村4条村级公路
近10公里的硬化贯通。村集体经济缺乏
产业带动，他找到在外能人，劝说其回乡投
资兴业，协助解决土地流转问题，促成点溪
园古法红糖小镇项目落户。2016年，在驻
村工作队帮助下，毛家冲村彻底脱贫，村集
体收入当年超过10万元，全村建档立卡40
户贫困户全部“出列”。随着旭华园、凤鸣
等5家生态农业企业纷纷落户，全村盘活
荒地2600 余亩，形成了古法红糖、精品苗
木、茶叶种植、生态养殖、休闲疗养等主导
产业，每年为村民提供就近务工5万余次，
年务工增收400余万元。

为让发展红利惠及更多村民，程纲全
带领村“两委”与武汉农业集团所属林业发
展公司结对成立全市首家“国企联村”实体
——武汉红色原野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借
助母公司产业、人才优势，利用村民闲置房
屋，谋划了半山松院民宿项目和农事体验中
心项目。同时，运用“共同缔造”理念，采取

“企业+村集体+合作社”的模式进行投资、建
设和运营，形成教育培训、文化体验、农旅康
养、科技示范等四大产业新格局。目前，公
司营收超1100万元、总利润125万元，村集
体累计分红58.7万元，带动片区村民就业务
工800余人次，人均增收1.2万元。

如今的毛家冲村，产业兴、旅游旺、
百姓富，村集体经济收入从当年负债百
万转为年收入320 万元，实现了从省级重
点贫困村到“共同缔造”样板村的华丽转
身，先后获评“湖北省卫生村”、省级“文
明村”称号。

“头雁”风采>>>

“头雁”风采>>>

“一主两翼”乡村振兴党建示范带——木兰大道。

新洲区坚持探索党建引领小流域综合治理赋能乡村振兴，图为潘塘街道罗杨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