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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C E  H U A

成效？

为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宁洱县

由县四套班子领导挂乡包村结对贫困

户，划分责任田，落实责任制；县乡

村三级书记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

状，建立党建清单、问题清单、任务

清单，把精准扶贫脱贫作为基层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重要内容。石屏县将31

名县处级干部组成9个工作组进驻乡

镇，每个行政村明确1名乡镇党政干部

具体负责。同时，该县还建立了一套

巡回督察制度与脱贫攻坚责任追究办

法，对履行责任不到位、影响脱贫攻

坚成效的干部进行严厉追责问责。

除了对扶贫干部做好统筹管理，

对奋战在脱贫一线干部进行激励也是

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通过考核评比等方式增

加村干部的补助，提高他们工作的积

极性。”玉龙县委组织部一位干部介

绍，玉龙县开展了“先锋村”评比，

评上的村子，村干部每人每月可获得

几百元补助。

姚安县则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基

层党建、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四面

红旗”争创活动激励基层干部。走进

光禄镇光禄社区，道路整洁、古民居

保留完好。因为表现突出，光禄社区

获得了“美丽乡村”和“基层党建”

两面红旗，成为当地的示范点。

“评上‘红旗村’，每一位村干

部的补助都会随之上调。”姚安县委

组织部“两新”工委副书记周学秀向

记者解释，“红旗村”从评选到后期

监督都有一套完整的流程。评上“红

旗村”的，由县委组织部每季度进行

跟踪督查，每年底组织扶贫、农业、

住建等部门对照“红旗村”评选标准

进行复评，出现滑坡、不达标的，报

经县委同意摘牌，并停发上调的补助。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云南注重

驻村扶贫工作队的选派工作，从省级

层面出台了派驻第一书记管理办法

等。在全省范围内，每个季度开展一

轮“三讲三评”，由驻村工作队员讲

帮扶措施，村组干部、建档立卡贫困

户对其帮扶成效进行评议；村组干部

讲履职情况，驻村工作队员、建档立

卡贫困户对其工作成效进行评议；建

档立卡贫困户讲脱贫情况，驻村工作

队员、村组干部对其内生动力进行评

议。扶贫干部、基层干部和群众共同

协作，有效地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各方力量“聚”起来

脱贫攻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就业

等各类问题。如何才能把这一系统工

程中的每一项都抓好抓实，使群众满

意？发挥出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力、凝

聚力就非常重要。

走进云县爱华镇大树村，鸡群在

茶树下觅食。“2017年出栏了12万多

只土鸡。”大树村党支部书记杨世荣

告诉记者。近年来，大树村的一些村

民尝试在茶园里养鸡并获得成功。村

党支部引领养殖大户组建了家兴林下

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村里又把争取

到的5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作为村集体

股本投入合作社。随着合作社不断壮

大，带动了更多群众发展养殖，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贫困户增收、产

业兴旺的“三赢”。

据了解，2016年云县为每个贫

困村新注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产业发

展资金50万元，逐步形成了“一村

一策、一村一业”的集体经济发展格

局，巩固和扩大了脱贫攻坚成果。

此外，部分县（市）还通过创建

“基层党组织+电子商务”脱贫新模

式，用互联网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姚安县官屯镇巴拉鲊村大学生村

官刘彭燕告诉记者：“我们通过综合

服务平台及淘宝店，成功打造出‘网

红’产品三角糯米。”附近村产出的

绣品、菌类等土特产都可以在这个

平台销售。

为解决贫困群众发展资金问题，

基层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宁洱

县，通过党组织的协调帮助，近年来

全县累计向976名党员提供“基层党员

带领群众创业致富贷款”7184万元，

辐射带动8242名党员群众脱贫致富。

为拓宽群众致富门路，部分县

（市）出台政策，鼓励本土企业参与

脱贫工作。祥云县飞龙再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设立了扶贫办公室。两

年前，该公司建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劳

务派遣基地，通过技能培训、劳务吸

纳及输送，帮助500多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转移就业，人均年增收超过

2万元。

另外，各县（市）党组织还通过

在群众中开展“感党恩”“党建带妇

建、团建”等活动，助推脱贫攻坚工

作顺利开展。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各

方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投入

到脱贫攻坚战中，发挥出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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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安县光禄社区干净整洁的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