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学赶超
让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脱颖而出

展风采、转作风、提能力。今年，在蔡甸区举办的村
（社区）干部“四大比拼”岗位大练兵活动中，20位优秀村
（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登上讲台，通过现场演讲、音乐快
板、舞台剧等多种形式，生动还原工作场景，声情并茂展
示了以党建促发展的成效。

台上几分钟，台下扎实功。这些党组织负责人在台
上轻松自如的发挥，依靠的是自己和班子队伍多年来在
台下扎扎实实的努力。

“党建链”赋能“产业链”。以前村民卖菜难，现在有了
公司收购，价格公道，方便得很。张湾街道红星片区联合党
委抓住“国企联村”机遇，组建“强村公司”，将蔬菜种植延展
到加工、销售、品牌创建等环节，打造“农产销一体化”平台，
走出了一条“党组织+公司+农户”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抱团发展，贫困村变身富裕村。侏儒山街道新帮村
党总支盘清家底，化解历史债务500多万元。村党总支
牵头成立富民合作联社，引进14家合作社和3家家庭农
场，带动146名脱贫户就近务工，为脱贫户增收300余万
元，实现完美逆袭。

比项目看成果、比攻坚看担当、比思路看创新。岗
位大练兵活动积极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
围，让敢拼、敢闯、敢为的干部脱颖而出。全区78个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过百万元，“头雁”带富兴农走出新路。

赋能减负
让基层干部心无旁骛抓服务谋发展

10月17日，蔡甸区委组织部、区委社会工作部联
合举办2024年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旨在拓展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在乡村振兴、共同缔造等方面的能
力和水平，加快形成“头雁效应”。

“通过培训学习，我进一步丰富了理论知识，更新
了思想观念，一定要努力在全区‘四大比拼’工作中找
准契合点，争做组织放心的带头人、产业致富的领路
人、担当善为的内行人、群众满意的贴心人、廉洁自律
的清白人。”一位参训的村党组织书记说。

强筋壮骨。实施“头雁培育”计划，组织村干部到
涉农部门、农业强村、农业企业以及江浙、福建等先
进地区学习培训。研究出台村干部报酬与村集体
经济挂钩措施，增强村干部抓经济促发展能力和动
力。

减负松绑。全覆盖开展挂牌和履职事项清理，厘
清54项不应由基层组织出具的证明事项，严禁部门随
意向村级摊派工作任务，让村干部将更多时间和精力
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

与此同时，蔡甸区将后备力量培育储备纳入街道
乡绩效目标，健全“雏雁”培育体系，构建“优秀人才—
村后备干部—村‘两委’成员—村党组织书记”梯次成
长路径，淬炼发展尖兵。

引育留用
激活乡村全面振兴“人才雁阵”

在大集街道天星村花博汇，武汉阅景汇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许江正忙于景区运营。

许江是大集街道引回的本土能人，与合伙人投资建
设花博汇项目，做活“花经济”，打造“知音花月夜”等爆
款IP，走出党建引领农文旅创新发展之路，上下游产业
带动周边1000余名农民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4万元。

抓住乡土人才和党员致富带头人这个“牛鼻子”，蔡
甸区组织召开“知音故里聚知音 共绘发展同心圆”乡贤
及流动党员座谈会，开展乡贤能人大起底大走访行动，
发动有情怀、有产业、有资金、有技能的在外能人，回乡
投资兴业或担任职业经理人、发展顾问等，成功打造5
个省、市级返乡创业园，引导100余名专业人才服务乡
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600余人。

“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雁阵’，蔡甸区千方
百计招引懂农村、擅经营、会管理的乡贤能人、专业
人才参与乡村运营，试点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
规划师，做强乡村产业。”蔡甸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外出能人逐浪而归，本土人才乘势而上，乡土人才
应时而育……在蔡甸区，一批懂农、爱农、精于农事的

“精兵强将”正在集聚，“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不断
涌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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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甸区坚持党建引领，锻造乡村振兴“生力军”

“头雁”领着干 产业活力足

武汉人周末去哪遛娃？不少人
会向你推荐蔡甸区的野生动物王
国。这里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沉浸式
亲子乐园，小朋友与萌宠零距离接
触，游在园中，乐在心中。

野生动物王国所在的张湾街道
官塘村，村集体资产超过 2000 多万
元，集体经济收入近 400 万元，是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村全域完成了美
丽乡村建设，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天然
气。

“今年‘十一’假期，野生动物王
国游客量近10万人次。10月3日至5
日，每天都有近2万人次游客入园。”
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立
新介绍。

景区火了，村民受益了。引进动
物园的过程，却是曲折的。从立项到
开业，动物园项目的老板换了 4 个。
当时有很多人说：“书记，动物园估计

搞不成了，我们不要作太大的指望！”
面对群众的担忧，周立新从未放弃，
带领村“两委”挨个跑部门，主动对接
政策，竭尽全力留住了这个项目。

2020年底，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项
目终于开园营业，吸引了一大批省内
外游客前来。官塘村的村集体经济
收入一年就增加了50多万元，还吸纳
了300多位附近村民务工。

1999年回到官塘当“村官”时，周
立新只有33岁。当时村里负债近30
万元，是不折不扣的贫困村。

当年，组织找到在外办厂的周立
新，动员他回村带领村民致富。“经过
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停掉生意，卖掉
车子，回到村里。”

当时的周立新没想到，这一干就
是26年。“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
的决定，因为我一个人富不叫富，全
村村民都富才叫富。”他坚定地说。

江夏区以组织振兴推动人才振兴

强力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雁阵”

“头雁”风采>>>

张湾街道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立新

“一人富不叫富，全村都富才叫富”

三面环山、紧邻江汉平原第一高
峰——九真山南麓，永安街道炉房村
坐拥九真山风景区、九真桃源景区两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是名副其实
的“景中村”。

天气好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游
客来炉房村旅游、团建、研学。炉房
村党总支书记杨军介绍，景区工作人
员中八成是本村人，超过一半的村民
在景区及周边酒店、民宿工作，吃上
了“旅游饭”。

近年来，炉房村深挖“九真文
化”，九真福田、九真小镇、九真研学
等一批投资过亿元的“九真系”文旅
项目接连落地；高质量打造“炉房十
景”，餐饮、民宿等文旅产业蓬勃发
展，年服务游客超 30 万人次，300 余
户村民端上了生态“金饭碗”。

“过去我们村可不是这样。”杨军
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炉房是有名

的采石村，山越挖越空，村越来越穷，
人越来越少。

“我们认识到‘向山索取’的发展
模式不可持续，坚定绿色发展、与山
共富的转型之路，关停所有采石场，
还山还绿还美景，以景招商、以文会
友，发展农文旅产业，绿水青山真变
成了金山银山。”杨军感慨地说。

与很多村子不同，炉房村户籍人
口有1100余人，但现在村里的常住人
口却有1500多人。2018年，程梅从中
心城区搬来炉房村居住。优美的风
景、清新的空气，还有安静的氛围，都
是吸引她的地方。在炉房村，还有不
少像程梅一样的人在这旅居，开餐
馆、民宿等。

“在边发展边调整的过程中，我们
深刻认识到，绿色发展不是一句空话。
保护得越好，发展就越好。”杨军说。

永安街道炉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军

“保护得越好 发展就越好”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
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应好友之邀
游历江夏，在今江夏区乌龙泉街道
新农村村李家铺湾写下这首《江夏
行》。

王辉于2021年担任新农村村
党总支书记，他带领村民挖掘和利
用李白文化资源，“诠释一段文化”

“繁荣一片乡村”“造福一方群众”，
将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有机结
合，形成各自带动、相互融合、共
同发展的新业态，让一度凋敝的
村湾重现生机，走出了一条强村
富民之路。

如今，新农村村有千年村湾、
千亩茶园，有总投资11.68亿元、年
接待人流量达 100 万人次的户外
劳动研学基地。

“要富一方，不能只富一村。”
街道以新农村村为龙头，整合五

村资源成立茗泉谷片区联合党
委，组建强村公司，王辉兼任公司
董事长。他坚持把“群众共富”作
为乡村振兴的根本追求，因地制
宜，打造“一村一特色”的农业产
业基地；盘活闲置资产，制定武汉
首例获批的村庄与产业规划，争
取到江夏区首例“点状供地”84
亩，通过土地流转带动村集体和
村民增收 1500 余万元；振兴特色
产业，打造“茗泉谷”特色品牌，让
农民种有所售、售有所得；增加村
民收入，依托龙头项目带动，释放
100余个就业岗位。

王辉表示，群众的需求就是我
们工作的方向和动力，我们将继续
坚持党建引领，擦亮“李白文化”名
片，探索产业多元化发展，打造村
强民富的新农村。

“2011年，我放弃在外事业，回
到青春村时，小村口黑色的水塘熏
得人睁不开眼睛，茅草盖顶的灰砖
房下，头发花白的大娘看到我激动
地站起来，把我认成了她一年回不
来三次的儿子……”回忆起接任青
春村党总支书记的情景，余先兵记
忆犹新。此情此景让他立志要在
任上彻底改变青春村的落后面貌。

几年间，余先兵跑遍 17 个村
民小组、22个自然湾，逐家开展入
户访谈，逐湾开户主会。村民们说
路不好走，他就带着村干部跑部
门、找资金、带资源、引项目，建好
6 公里环湖路，将 8 公里主干道拓
宽至 6 米；党员们说环境太差，他
就牵头推进“1 名村干部+3 名党
员+5户农户”的自主管理，以麻城
海湾为样本，整村推进美丽村湾
建设。

“村里要发展，关键还要有产

业。”为了盘活闲置土地，余先兵四
处奔走，谋求合作项目。他带领村
民利用鲁湖生态环境优势，与武汉
海关合作，在郭家湾建设植物隔
离检疫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务工；在顺家湾建设果蔬大棚
近百亩，打造果蔬基地；改造 130
余亩樱花园，在麻城海湾连续举
办两届樱花节及环鲁湖徒步大
会，让青春村变成网红村，为村民
增收拓宽渠道。

村庄美、农民富、产业旺，如今
的青春村发展起花卉种植、民宿农
庄、果蔬采摘、休闲垂钓，春可赏
花、夏可养生、秋可采果、冬可观
鸟，真正成了康养宜居、和美幸福
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2023 年，青春村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 70 余万元，先后获评省
级文明村和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荣
誉称号。

乌龙泉街道新农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辉

文化带产业 全景化打造村强民富新农村

安山街道青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余先兵

带领村民走好富民兴村之路

“头雁”争锋
全区277个村党组织书记同台“大比武”

“带着问题来，带着思路走，带着决心干。”今年8到
10月，江夏区在全区开展村党组织书记“头雁争锋·擂台
比武”活动，通过街道推、现场看、群众评等方式选出17
名村党组织书记，围绕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谈经验、讲做
法、比成绩。

同兴村创新提出“一五一十”工作法，通过筑牢一个
红色驿站、构筑五色志愿体系、健全一个协商机制、携手
十家共建单位，实现资源共享。八塘村通过召开村民议
事会讨论解决大小事，形成“八塘夜话”特色品牌，流转
土地近千亩，播种五彩油菜和七彩荷花，走好强村富民
之路……

各具特色的展示、直面问题的答案，一条条发展思
路、一件件为民实事、一串串增长数据，让干部群众全面
直观地看到党建引领下一幅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江夏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比武”活动，不
仅为村党组织书记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
台，更是对全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成果的全面检验。

“雏雁”展翅
为乡村振兴蓄足源动力

在领航的“头雁”身后，还必须打造一支素质高、能力
强的“雏雁”队伍，为乡村振兴蓄好源头活水，打牢基础。

如何推动村“两委”后备干部“展翅高飞”？今年以来，
江夏区分两批，先后组织52名后备干部到区内发展强村、
农业企业、涉农部门进行跟班实训，明确跟班岗位职责内
容和帮带导师，进行一对一帮带提能，通过岗位实操、一线
锻炼，进一步提升后备干部实践能力。还推荐部分优秀

“雏雁”参加省级示范培训，组织到江浙地区学习乡村振兴
经验做法，不断开拓思路，更新理念，全面提升综合能力。

为进一步建强“雏雁”队伍，江夏区组织开展乡村能
人、退伍军人、本土大学毕业生等各类人才大摸排大走访，
共摸底本乡本土及各类在外人才800余人，吸引了一批不
同领域的优秀人才返乡、到乡，如用十年打造生物动力农
场的闫海洋、坚守九载创建“小农夫”生态农场的杨景勇
等。经过比选，将爱农村、懂产业、有意愿、有公心的能人、
人才纳入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选进行培养，并建立561人
的后备力量库，壮大了兴乡力量。

“群雁”齐飞
在更大舞台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如何让“头雁”“雏雁”在更广阔的舞台为乡村振兴作
出更大的贡献？江夏区注重将村干部外出学习成果转化
为一线实践成果，积极引导村干部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立足江夏实际，创新思路，推动强村发展。

着眼盘活乡村各类资源，探索发展新路径，江夏区试
点组建26家强村公司，选优配强21名村党组织书记担任
强村公司法人，统筹片区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发
展要素，探索强村富民新路径，推动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同时，出台激励村干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指导方案，
将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干部待遇挂钩，开展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百村先行、千村提升”工作，让“头雁”们在力争上游
中，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做出实绩。

全区20余家强村公司通过聚合平台资源、撬动国企资
源、盘活闲散资源，推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2023年，全区277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6亿元，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6%，“头雁”引领，“群雁”齐飞，打造
乡村振兴“人才雁阵”，江夏区强村发展之路越走越坚定。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关键在党，关键靠人。

近年来，蔡甸区坚持党建引领，以“头雁”展翅领航，吸引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推

动发展能级新跨越，经济生态活力澎湃！

“头雁”风采>>>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近年来，江夏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以组织振兴推动人

才振兴，打造了一支坚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及干部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国家4A级旅游景区花博汇。 武汉野生动物王国。

文/图 辛庆 龙丹

江夏区安山街道青春村以环鲁湖EOD项目建设为契机，打造一湾一景观光旅游经济带，图为江夏区安山街道青春村郭家湾的红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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