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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远市，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

的队伍：在绿色的田野上，在简陋的工

棚旁，这支队伍以乡音传递党音、以真

情传递国事，用党员群众最容易接受的

语言来讲述他们最需要掌握的理论知

识。这支队伍是红河州开远市乡土能人

宣讲团，由 401 名“土专家”“田秀

才”“农博士”组成，已经开展了1500
余次宣讲，在开远实现了城、乡、

村、组理论宣讲全覆盖。他们将自己

多年工作在一线的宝贵经验传播到村

村寨寨、田间地头，用实际行动帮助

群众排忧解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用制度规范管理宣讲团

基层理论武装工作的难题之一，

是党的重要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基

层群众中深入难、接受难、贯彻难，

这样的“三难”问题在开远市同样存

在。在开远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随机

调研时，有农民说，你们派来的专家

讲的课，我们听不懂，还不如我们村

的某某人讲得好。群众所说的某某人

就是大家眼中颇具威望的乡土能人。

在开远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乡土

能人逐渐走上了宣讲舞台。

乡土能人的优势在于扎根基层，

但同时，对理论政策理解程度的参差

不齐又影响了宣讲效果。开远市委党

校常务副校长袁春燕介绍，每当有重

大宣讲任务时，市委党校都会制定宣

讲计划，并逐级联系安排布置。同

时，由党校老师制作课件蓝本，经评

审后供宣讲团成员观摩学习。党校还

会对宣讲效果进行不定期考核，对优

秀的宣讲团成员给予表彰。

2015年，开远市出台了《开远市

各级宣讲团相关制度》，明确规定了培

训制度、宣讲课题制度、“点菜单”理

论宣讲制度等。在“点菜单”制度的

影响下，11月 11日，羊街乡卧龙谷村

委会举办了一场由村民要求开展的

“马铃薯冬季种植”宣讲活动。

田间地头就是最好的课堂

没有课桌椅，就用农家的小板

凳；没有多媒体，就以党报党刊为依

托。一切从简，让田间地头成为课堂。

乐白道街道花果村村民张卫彪的

蔬菜基地被确定为学习型党员示范基

地，也是他宣讲政策的主战场。乐白

道是“农转非”户口试点地区，张卫

彪熟知这方面的政策，便以自己为

例，解答村民对转户后的疑虑：“把农

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保险会有更多

选择，可继续参保新农合，也可以转

为城市医保，根本不用担心。”

“中国梦是什么？”“就是咱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好。”“什么叫生态文

明？”“你如果上山还抽烟，把山都烧

没了就不生态了！”乡土能人宣讲团对

政策的解读或许并不全面，但这种通

俗易懂的语言是村民们最容易理解和

接受的。谈及宣讲效果，开远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向洋说：“通过数百名宣讲

团成员潜移默化地影响，广大群众会

不断加深对党的理论的领会和理解。”

宣讲带来村庄面貌大变化

在乡土能人宣讲团深入浅出、紧

扣群众需求的宣讲中，村民的理论素

质提高了，经济搞活了，很多村庄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羊街乡老燕子村民小组过去是当

地远近闻名的“口袋村”，近几年，在

村民小组长、宣讲团成员魏显荣的带

领下，村子成了全国文明村。对于当

年带领大家学用政策的情景，魏显荣

记忆颇深：“村民不懂政策，发展怕犯

错，不发展又没有饭吃，我当时跟大

家强调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带领全村

拧成一股绳，家家户户发展蔬菜种

植。”现在，全村 62户全部实现了脱

贫，并尝到了掌握国家政策的甜头，

每天收看云南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已

经成了老燕子村民们雷打不动的习惯。

在大庄乡，分布于各个村寨的5个
村淘点让村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

这和乡里的电子商务宣讲员不无关系。

大庄乡的地理位置优越，牛肉产品加工

富有特色，于是熟悉电子商务的宣讲团

成员就来到大庄乡进行宣讲，两期下

来，全乡有70多人开设了网店。“尽管

存活下来的网店并不多，但宣讲让村民

们开启了利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的大

门。”大庄乡宣传委员罗艳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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