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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激励基层干部干事创业

刚到丽江市古城区大研街道

新义社区工作时，和晓婧感到自

己专业知识储备不够，尤其在调处

邻里纠纷时，自己的法律知识特别

欠缺。社区事务繁琐，让身为社区

党总支副书记的她意识到急需提升

各方面能力。“双提升”行动实施

后，和晓婧主动报名参加培训，希

望通过学习弥补工作中的不足。

“我今年6月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

目前拿到了学历证书。”通过参加

“双提升”行动，和晓婧成为法学

专业本科毕业生。经过系统学习法

律知识，她在处理邻里纠纷时更得

心应手了。

与和晓婧一样，在工作中觉

得能力有待提升的基层干部不在

少数。村（社区）干部学历层次偏

低、知识储备不够，成为干事创

业、服务群众的瓶颈。为突破这一

瓶颈，通过实施“双提升”行动，

云南省有计划、系统性地对村（社

区）干部进行教育培训，不仅提升

了他们的学历层次和综合素质，还

增强了他们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底

气，让他们能更好地带领群众增收

致富并开展基层治理工作。

“2018年‘双提升’行动启动

以来，我们的招生规模逐年增加，

从最初的5000余人增加到2021年后

的1万余名，学员由组织推荐，须有

初中以上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45

岁。”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作为“双提升”行动

的教学负责单位，5年来，云南开放

大学已累计招收3.5万余名村（社

区）干部进行培训。截至目前，已

有近9000名学员顺利完成学业，取

得本科、专科学历，其中55人获得

学士学位。

党的十九大代表、“双提升”

行动2018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

学员李云燕，通过学习快速成长，

现已成为永仁县莲池乡副乡长。

“我们学习的课程都很有针对性，

比较实用，比如电子商务、乡村旅

游等特色课程，学习后能直接运用

到工作中。”李云燕说。“双提

升”行动让全省村（社区）干部学

历层次偏低、知识获取途径不畅、

出口渠道狭窄等难点问题逐步得到

解决。

“订单式”培养人才

“双提升”行动实施后，怎

样设置课程，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措

施，才能让分散在1.4万个行政村的

村（社区）干部方便学习、学有所

获，并学以致用？

经过调研，在专业设计上，

云南开放大学针对乡村发展的现

实需要和学员的学历层次水平等情

况，设置了法学、农林经济管理两

个本科专业，以及法律事务、社区

管理与服务、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等

7个专科专业。“在第一个五年的

探索中，我们主要致力于教学体系

搭建，如设置过多专业，则不利于

教学质量保障，也不利于监管。”

云南开放大学云南乡村振兴教育学

院院长朱立韬介绍说，学校制定了

“订单式”人才培养方案，通过空

中课堂、固定课堂（面授辅导）、

流动课堂（送教下乡）、田间课堂

（实践实训）4个课堂实现混合式教

学，并建立了大数据监管系统，从

总部教师、学员、教学点和教学开

展情况等多个维度，实现对教学和

学员学习质量的全过程监管。

“通过多年摸索，目前教学设

计已进一步优化，专业能力课和履

职能力课的学分比、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学分比均达到1:1，线下教

学学时达到总学时的20%～30%。”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村（社区）干部是奋战在基层一线的主力
军，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2018年，在省委统一部
署下，省委组织部牵头教育、财政、人社、农业农村、云南开放大学5个
部门（单位），联合启动实施了村（社区）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
行动（以下简称“双提升”行动），系统性地对全省村（社区）干部进行
教育培训。5年来，第一轮“双提升”行动成效如何？今年启动的第二轮
“双提升”行动，还有哪些亟待完善的地方？

村（社区）干部

素质学历“双提升”的云南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