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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洪涛 贾瑞君
通讯员 李 斌 报道
本报兰陵讯 “我们争取临沂商城管委

会与商城商协会对接，准备在本月举行‘圆梦
商城、签约兰陵’活动，集中签约落地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6月4日，从临沂商城管委会学
习锻炼归来的兰陵县矿坑镇党委书记沈伟正
忙着筹备签约活动，再过几天，7个涉及建材
加工、电器制造等的工业项目将在兰陵集中
落地，计划总投资15亿元。一次外出学习带来
15亿元的投资，这是今年兰陵县选派干部到
先进地区“淬火锻炼”带来的成果之一。

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兰陵县利用一个月
左右时间，从涉及矿业经济、蔬菜产业、园区

开发等方面的乡镇（街道、开发区）及7个县直
部门单位，选派27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的干部，到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新区高桥
镇、嘉定区马陆镇、温州市鹿城区、青岛市李
沧区、临沂商城管委会等6个地方，专题学习
经济发展、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社会管理、企
业服务。

在北京中关村学习锻炼的兰陵县科技局
局长孙静，从到岗之日起，就把一个月的学习
计划排得满满当当，除在中关村管委会学习
必要的政策文件外，她把绝大部分时间安排
在走访调研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拜
访高层次人才中。“虽然学习锻炼的时间不
长，但是我们通过深入走访对接，与中科院老

专家技术中心初步达成了在兰陵建立一个工
作站的意向，感觉收获还是非常大的。”在工
作日志中，孙静写下了这句话。

学习锻炼期间，兰陵县27名派出干部与
学习锻炼地干部、群众、企业家和高层次人才
面对面交流、零距离请教、实打实对接，在学
习中提高，在锻炼中增进感情，搭建起兰陵与
先进地区长期沟通、共同发展的桥梁。

走出去寻求“三引一促”线索，请进来感
受兰陵优良发展环境。派往临沂商城管委会
的学习锻炼干部，紧跟临沂商城计划在周边
设立地产品加工园区的发展思路，抢抓机遇，
积极对接，在成功举办临沂商城商协会助推
兰陵“三引一促”对接会基础上，5月中旬，再

次邀请30余名企业家代表走进兰陵，就投资
环境进行实地考察，成功促成一批辐射转移
项目落地。

为何要外派干部到先进地区“淬火锻
造”？“外派干部到先进地区学习锻炼，目的
是让他们带着任务、带着责任在一线中提高
能力，以期在全县干部队伍中掀起一轮主动
担当、比学赶超热潮，营造出大干快上的浓
厚发展氛围。”兰陵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剑峰认为，目前来看，已经初步实现了这
一目的。据了解，一个月来，外派学习干部
共搜集整理务实管用的工作经验和机制65
条，捕捉项目、资金、人才线索60条，其中，
达成初步意向26条。

兰陵外派干部到先进地区“淬火锻造”

一次外出学习锻炼带来15亿元投资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延峰 容凯 明玉 报道
本报邹平讯 “土地流转不是把土地转

没了，而是把咱们的地交给专业合作社去打
理，除了能拿到流转费，还能获得分红。”这是
邹平县支部书记大讲堂上发生的一幕，站在
讲台讲课的不是专家教授，而是明集镇里六
田村党支部书记田纯锋。

今年3月份，邹平县在全县启动“支部书
记大讲堂”，一批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走上讲
台，现身说法，交流分享成功经验，使全县基
层党组织迅速迸发出了干事创业热情，催生
了比学赶超新动能。

今年，邹平县提出了“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和规模经营”发展路子，落实的关键在于农村
党支部书记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
平。实现思想转变，促进村集体增收，这是启
动“支部书记大讲堂”的初衷。

通过推荐筛选，邹平县选取61名在发展
村集体经济、社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
绩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组建“支部书记大讲
堂”人才库。各镇街根据自身的需求，每月至
少组织一次授课，邀请人才库讲师前来“传经
送宝”。截至目前，已经有52名优秀农村党支
部书记就土地流转、乡村旅游等方面上台进
行分享交流。

3月17日，魏桥镇举办了“支部书记大讲
堂”。在听了“特邀讲师”讲授的土地流转的经
验方法后，南杨村党支部书记刘钢链眼前一
亮，该镇去年就实行了土地流转每亩地奖补
100元政策，但在南杨村的效果不明显，这次
大讲堂正好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当晚，他便召
开村“两委”会议分享听课心得，得到村“两
委”成员的广泛认同，南杨村的土地流转工作
就这样“风风火火”全面展开了。仅仅1个月的
时间，南杨村165户就有159户完成了土地流转
合同的签订，成功流转土地1000多亩，村集体
年均增收10万元。

临池镇红庙村在该镇“支部书记大讲

堂”上作了党群共建美丽家园经验发言。相邻
的兴安村与高旺村表示“不服气”，两个村共
同把多年失修的连村路翻新，修建了党建连
村示范街、孝文化景观路、多功能活动广场。

九户镇爱西村党支部书记孟庆斌在听完
该镇“支部书记大讲堂”后受到启发，把自己
承包的鱼塘捐了出来，并投资60余万元建设
垂钓中心等乡村旅游项目，所得收入全部归
村集体所有。

“组织开展‘支部书记大讲堂’，就是要引
导全县农村党支部书记找准定位、正视差距、
破解难题，带领群众念好‘致富经’，打造过硬
党支部。”邹平县委组织部部长范克志说。

邹平52名村支书走上“支部书记大讲堂”

□记者 马景阳 杨淑栋
通讯员 张琦 王博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日前，记者走进沂源县，初

夏的山上一片片果园郁郁葱葱，山下一条条
水泥路串起村村巷巷。2015年6月，淄博市34名
派驻沂源的“第一书记”在这个重点扶贫区县
扎根，抓党建、促脱贫、惠民生。短短2年时间，
全县140个省市级贫困村、15516户26673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面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要想走好脱贫路，建强支部第一步。”一
直从事组织工作的南鲁山镇水南村“第一书

记”苏学凯深有感触。他走访群众、老干部，和
“两委”成员交心，同时带领村班子成员学政
策提高理论水平，落实各项党建制度，使党员
成为推动村级和谐发展的“领头雁”。

渐渐地，村干部办事规范了，班子树立了
新形象。“现在，村里有项目，大家一呼百应，
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提升。”村支部书记崔学
亮说。两年来，市派第一书记为帮包村发展党
员67名，培养后备干部177名，健全管用制度
406个。

沂源县是农业县、水果县，“第一书记”们

立足实际，在供给侧改革上下功夫，引导农民
调整产业结构，鼓起村民的“腰包”。

鲁村镇刘家石沟村“第一书记”孙振业进
村后，了解到村民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但不成
规模，效益也不高。于是他决定带领村民发展
蔬菜种植项目，蔬菜长成后，他发挥在供销系
统人脉广的优势，对接张店、济南等各大超
市，帮助贫困户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几个
月就让贫困户尝到了甜头。

产业项目不仅促贫困户脱贫，更让集体
增收。石桥镇马庄村的鲜花大棚里花朵盛开，

欣欣向荣。“我们村过去没有村集体收入，杨
玉柱书记来俺村后，带领我们上项目，发展集
体经济，利用100万扶贫资金，依托原来的鲜
切花产业，建起了合作社，真正给村里办了件
大好事！”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徐希明说。

2016年，该村在“第一书记”杨玉柱的带
领下，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项目，利用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设35个鲜花种植大棚，
生产出口洋桔梗等鲜花，年产值达到600万
元，安置农村劳动力40人。项目企业每年按照
不少于财政资金数额的10％进行分红，村集
体把分红的70％分配给贫困户，30％作为村
集体收入。

两年间，市派第一书记共组织制订村庄
脱贫发展规划52个，实施产业脱贫项目50个，
完成村集体增收项目30个，帮助新增集体经
营性收入152．9万元。

从办公室走向田间地头
沂源“第一书记”立足实际助脱贫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孙久生 刘国红 报道
本报宁津讯 近日，十三届宁津县委发布第一轮巡察

公告，已经完成对县科技局等四单位的巡察。这标志着该县
刚刚成立的巡察机构已进入工作状态。

“开展巡察工作，对有问题的单位，发挥的是‘啄木鸟’
作用；对没问题的单位，发挥的是‘预防针’作用；对干事创
业的干部，发挥的是‘保护神’作用。”宁津县纪委书记卢长
宾说。为此，宁津县成立了巡察办公室，组建起4个巡察组并
开展工作。首轮对4个县直单位集中巡察，时间为1个月。巡
察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精准发
现、定点突破、抓好整改。巡察组主要通过召开动员大会和
专题汇报会、受理来信来访、个别谈话、调阅有关资料和账
目、接受约谈等形式，以“六项纪律”为尺子，重点检查被巡
察单位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陈劲松 报道
本报东明讯 6月1日上午，省公安厅驻村第一书记联

合部分爱心企业在东明县长兴集乡长兴小学向帮包村学生
捐赠书籍、学习用品和助学金，在“六一”儿童节当天为黄河
滩区孩子们送来一份珍贵的节日礼物。

据悉，这次捐助活动，共向5所小学捐赠了价值5万余元
的少儿读物，向5个帮包村的25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小
学生，捐助价值5000余元的学习用品和12500元助学金。为5
个帮包村的8个幼儿园捐赠了图书及文体用品。

此次捐助活动得到了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明天出版
社捐赠了少儿读物，太平人寿东营中心支公司捐赠了学习
用品和助学金等。省公安厅驻村第一书记刘春茂代表工作
组表示，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扶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
办好教育是一个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头所在。不能让
一个家庭因学致贫，也不能让一个孩子因家贫而放弃学业。

宁津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巡察

省公安厅驻村第一书记
开展赠书助学活动

□赵乾坤 报道
6月3日，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东蔡村百亩哈密瓜种植

基地里一片繁忙采摘景象，44个果蔬大棚预计将产哈密瓜
20余万斤，直接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50余万元。东蔡村作为
省定贫困村，常年没有特色产业，成为影响村民增收的重要
瓶颈。临沂市农业综合开发办、编委办选派的第一书记工作
组，在实施农发项目改善该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帮
助选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子，打造了省内最大的西州蜜25号
哈密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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