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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夜校”“田地间的夜校”，让“白

天种地忙生产，晚上充电抓学习”

成为龙海乡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工作

的新常态。同时，彝族党员干部通

过乡土话、拉家常、对山歌、弹奏

大三弦等方式，让党员群众有兴

趣、有乐趣参与到学习中。

为提振山区乡镇发展的精气

神，龙海乡明确提出“先富脑袋、

再富口袋”的工作思路。借助龙海

乡的生态优势，开展种植养殖实用

技术培训活动，做到“两场麦子一

起打”，为拓展党员群众发展经济

的思路和视野“打开一扇窗”，让

教育培训提升党员群众综合素质和

致富能力。

突出实践
转化培训成果

紧扣实践历练是实现党性教育

与社会紧密结合、与产业同频共振

的重要路径。2022年8月3日，清华

大学乡村振兴云南省腾冲市远程教

学站在腾冲市委党校揭牌，该教学

站旨在围绕乡村振兴专题，聚焦乡

村振兴中的重点问题，为乡村振兴

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通过培训，我可以静下心

来带着问题学进去、带着感悟学出

来，实现思维从零散到系统、视野

从固化到开阔的转变。让我意识到

必须抓住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这个重

要引擎，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腾冲市团田乡组织

委员杨俊杰自参加清华碧桂园乡村

产业振兴领头雁培养计划以来，已

通过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雨课堂”

参加培训19期，并积极组织辖区内党

员群众1600余人次参加培训。

通过学习和思考，杨俊杰主动

参与全乡8个村党组织领办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立和规范工作，大力引导

群众发展以休闲采摘、体验农业等

为主的农旅产业。目前，引导团田

乡群众发展草莓种植100亩、玫瑰花

种植100亩和火龙果种植100亩“3

个100”休闲采摘农业。同时，通过

提升产业化、组织化程度，牵头村

（社区）党组织开办石斛加工培训

班，当地石斛加工年收入达到1200

万余元，实现石斛加工产业从几

十万元的零星加工到整乡推进、系

统管理的千万级产业跨越。

支部建在产业上、党员聚在

田地间、村民富在家门口的生动实

践，在全省还有很多。

自2023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创新开展“农村党员实训户”实操

培训模式以来，以“农民教农民”

面对面、手把手、带泥土味的教学

模式为切入点，将一批政治素质

好、生产经营好、奉献精神好、群

众口碑好的党员致富带头人，推荐

认定为“农村党员实训户”，采取

“线上+线下”、走出去等方式，把

“党员实训户”培养成为掌握和使

用农村实用技术的带头人。“党员

实训户”不仅主动到群众家里、田

间地头指导技术，手把手开展辅导

式实训，还聚焦原料采购、种养生

产、精深加工、渠道销售、品控服

务等环节，带领群众根据实际情况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宜游则游，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截

至2023年12月底，全州已有887名党

员致富带头人带动6987名农户参与农

业产业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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