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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性锤炼 坚定理想信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之所及，行之所
至。一年来，济宁组织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武
装党员干部，引导把“两个维护”融入思想灵
魂深处，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固本培元补足精神之“钙”。举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大讲
堂”，邀请高层次专家授课，共举办8期，培
训3200余人次。充分依托市委党校等阵地，对
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部轮训一遍。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深化过硬支部建设，开展主题党日、党员
“冬训”等活动，推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制作的党员教育片《跑腿》在全国党员教育电
视片观摩交流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微电影《最
美一公里》在全省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评选中
荣获特别奖，《难忘初心》荣获一等奖。

扎实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
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研讨，开展
专题调研，排查问题短板，扎实改进工作，全
市上下“说了算、定了干、按期完”的氛围持
续强化。

严把政治标准

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干部是事业的骨干，一流事业需要一流干
部。一年来，济宁组织系统抓好选人用人这个
风向标，把严政治标准这个硬杠杠，一批政治
过硬、堪当重任的好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
为干部队伍注入新的活力。

既注重高素质，又强调专业化，突出抓好
干部专业素养精准培训。围绕乡村振兴、新旧
动能转换等，依托知名高校开展高端专题培训
50期、培训2700余人次，帮助干部弥补知识弱
项、能力短板，让领导干部见世面、长才干、
壮筋骨，增强斗争本领。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注重树立在基
层一线培养锻炼干部的用人导向。扎实推进年
轻干部上下交流任职，抽调159名年轻干部到
市重点项目挂图作战指挥部工作，择优选拔9
名市直部门年轻干部到乡镇(街道)担任党政正
职，10名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到市直部门或
县(市、区)任职，越来越多的“好苗子”在吃
苦吃劲岗位锻炼成长。

注重加强对干部的分析研判，坚持经常
性、近距离、有原则地接触干部。持续深化干

部工作专题调研，对班子职数配备、年龄学
历、任职经历和专业结构等进行“大数据”分
析，运用信息手段为干部“精准画像”。坚持
注重基层一线、注重干事创业、注重年轻专业
化导向，圆满完成市级机构改革领导班子配备
工作。调整后市直党政工作部门班子成员平均
年龄下降了2岁，50岁以上的班子成员比重降
低10 . 9个百分点，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严管理干部，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制定《关于进一步激励干
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若干意见》《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考核正向激励实施办法》等文件，
跟进抓好落实。一批优秀典型被评为全省“干
事创业好班子”“担当作为好书记”。

突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夯实基层基础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一年来，济宁组织
系统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大重点
工作推进力度，着力抓规范、补短板、解难
题，不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坚持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作为书记抓基层
党建突破项目。统筹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促脱贫攻坚、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净化农村政治生态。落实第一书记项目资
金4860余万元，全力保障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深化基层党建示范区创建，坚持整片
建强、整乡推进、整县提升，打造基层党建示
范区147个，形成典型集群带动效应。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实施
“1531”素质提升工程，加大村党组织书记队
伍建设力度。建设济宁农村干部学院，通过大
中专学历教育和短期班次相结合的方式，为乡
村振兴培养骨干力量，该做法被评为2017—
2018年度山东组织工作创新奖。

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城市基层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济宁路径”，全面推行
网格化管理、居民说事等措施，不断提升党建
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分类推进机关、国
企、“两新”组织、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
党建工作，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有机融合、一体落实。

完善“1+3”人才工作布局

强化人才引领作用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人才是创新发展的
核心，哪里拥有一流人才，哪里就赢得了创新
发展的先机。

济宁市坚持把人才工作列为“一号工
程”，作为强市之基、转型之要，谋划完善
“1+3”人才工作布局，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为牵动，全力突破“省级人才改革试
验区”“儒学人才高地”“鲁西科学发展高地
人才支持计划”三大板块建设。

体制机制创新是人才工作科学发展的源头
活水。为进一步向用人主体放权，出台推进创
新驱动发展强化新旧动能转换的“人才新
政”，有效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首次开展县
市区委书记抓人才工作专项述职，强化了“一
把手”抓“第一资源”的责任意识。启动实施
了招才引智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欧洲引才，举
办“美国硅谷博士济宁行”，并在北京、上
海、南京等重点城市和海外设立引才工作站，
更加注重了柔性引才。

人才工作亮点和示范，县域是个重要的方
面。济宁结合县域产业特色，在省内首创竞争
性扶持县市区重点人才工程项目，首批遴选项
目6个，着力打造县域人才工作品牌，实现
“小项目、大带动”。各县市区纷纷出台独具
特色的人才政策，形成了贤达汇聚、人才倍增

的良好局面。
致力于打造儒学人才高地。持续抓好儒学

研究名家等5项人才计划实施，推动孔子研究
院成立“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论语学
研究中心”，促进儒学交流传播。

不断优化人才环境。开通人才服务“绿色
通道”，首批为273人发放“圣地人才一卡
通”。相关经验做法在中组部《组工信息》刊
发。健全完善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推动成
立“济宁博士联谊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开展“人才政策送企业”等活动，增强人才获
得感。

打造干部政德教育基地

涵养干部为政之德

济宁组织系统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领导干部要讲政
德”的重要指示，发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富集
的优势，全力打造干部政德教育基地。

推进教学体系建设，打造了课堂教学、现
场教学、体验教学、礼乐教学“四位一体”的
教学体系。课堂教学方面，开发了20余堂特色
专题课程，出版了4本教材，在省社科规划中
开展了36项“干部政德教育”专项课题研究。
现场教学方面，打造了曲阜“三孔”等近30处
现场教学点，加快开发王杰纪念馆等“西线”
教学点，初步形成了“东西联动、古今交融”
的现场教学架构。体验教学方面，对10多处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验村居”进行提升。礼
乐教学方面，打造传统文化剧目30多个，不断
增强感染力。

加强教学阵地建设，构建了“一院多区”

的基地布局。全力建好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

院，作为主阵地；在曲阜、邹城、嘉祥、金

乡、汶上等地不断完善政德教育设施，作为辅

助阵地，进一步满足高端和更大规模培训需

求。

规范教学培训管理，形成了“一体运作”

的工作机制。成立了干部政德教育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对各类班次统一把关，较好保证了培

训质量效果。近年来，共承接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全国组织干

部学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等各类班次1100

余期，培训学员6 . 3万余人。

砥砺奋进再出发，攻坚奋斗正当时。2019

年，济宁市组织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服务大局中坚

定政治方向，在稳中求进中主动担当作为，不

断谱写组织工作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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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洗征程，回眸满堂春。
过去的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济宁市组织部门砥砺奋进、开拓创新

的一年。济宁市组织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
推进党建和组织工作，奏响了砥砺前行、
开拓创新的壮丽乐章，为济宁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与与梨梨花花争争俏俏

汶汶上上郭郭楼楼镇镇古古城城村村

干部政德教育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 坚持在一线指挥部培养锻炼干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王浩奇 姜国乐 步瑶

济宁是农业大市，通过多年发展，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不断加
快，工农业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文明行动成
果丰硕，这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厚实
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过去的一年，济宁市编
制完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配套制订5个工作
方案，“五大振兴”全面“开花”，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引领区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2018年初，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丁庄村
的1000亩土地顺利从160多户村民手中流转了
出来，祖祖辈辈坚守的“一麦一棒”被新种
下的菊花等中药材代替。从平整土地到栽
种，再到成长、开花，短短5个月时间，菊花
便开满了丁庄。半季亩产800—1000公斤，除
去成本，每亩收入近3000元，远远超过传统
粮食作物。“以前种麦子棒子一年也落不下
几个钱。现在好了，一亩地的承包金就破千
了，还能按天计费在基地打工，增收效果很
明显。”村民宫存美乐呵呵地说，村里下一
步还要围绕中药产业搞乡村游，这又是一笔
不少的收入。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动
力。济宁推进全市49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 5 0万亩棉花生产保护区划定，推进任

城、兖州、鱼台、嘉祥、汶上5个省级粮食
绿色高质高效平台项目建设，高产创建平
台核心区小麦平均单产566公斤/亩。调整
种植业结构，发展大蒜、辣椒、食用菌、
马铃薯、棉花等特色经济作物。“济宁礼
飨”区域公用品牌效应凸显，邹城蘑菇1家
区域公用品牌和8家企业产品品牌获2018年
省知名农产品品牌。曲阜儒乡慢境农文旅
综合体、邹城绿鑫春生态农业园区、梁山
华大基因黄河滩区田园综合体等32个农业
项目确定为全市“新六产”示范创建点。

乡村振兴难，难在人才，中高端人才不
愿意来，来了也难留下。面对这一状况，
邹城市唐村镇本着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开
放思维，为离家游子寄出158封返乡帖，同
时组织各村干部积极外出拜访游子，邀他
们回乡看看家乡的变化，有主意的出主
意，有资源的牵牵线，让“乡愁”成为解
决乡村人才困境的纽带。在北京工作的田
聪带着几个文化传媒公司的朋友前来考察
老家的泥咕咕，并拟定了文化产业的投资
意向；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工作的李兴
锋，向镇里提出了开展反季野菜种植的建
议；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董继栋，希望
提升家乡知名度，让更多人关注和支持唐
村发展……家信唤回的不仅是离家的游

子，更是他们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的心。
近年来，济宁不仅留住“自家人”，

还吸引大批懂科技、懂市场、懂法律、懂
管理的“外来客”。当地承担农业扶贫项
目已全部完成培训任务，共培训建档立卡
贫困户400人。重点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培训和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共计
2900人。创立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创新
团队，截至目前，引进筛选新品种18个、
技术措施或技术规程15项。

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乡村文明行动成果
斐然，这使得济宁的文化振兴先行一步，走
在前列。当地已恢复乡村历史景观2000多
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数量已达到11人。积
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深入
开展农村移风易俗，2018年上半年济宁市农
村移风易俗群众满意度位居全省第2名。

从济宁城区沿大运河东岸的滨湖大道
出发，不到20分钟车程，就到了任城区长
沟镇东陈村。干净平坦的街道两旁坐落着
整齐划一的房子，村里建有污水处理站和
覆盖全村的地下污水管网，休闲公园里建
起了亭子、石雕水牛、景观灯，67岁的村
民陈广雨正坐在石凳上，看着孩子们在河
边嬉戏玩耍。“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
村里的生活垃圾乱扔，坑塘里堆积如山，

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苍蝇乱飞。如今通
过大力治水，生活环境得到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还有很多人来这旅游呢！”陈广雨
老人开心地说。当地以京杭运河生态体系
为依托，投资5000万元建设了2公里的东陈
运河生态水系。二期工程建成后，将有效
保护和涵养京杭运河任城长沟段水体水
质，改善周边群众人居环境。

自2013年就开始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为
济宁乡村的生态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济
宁市县域美丽乡村规划实现全覆盖，村庄规
划覆盖率达到81%。2018年打造升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42个、市级58个；实施农村“七改”
工程，完成农村改厕27万户，危房改造1593
户，400个村实现通天然气；改建农村公路
1042公里，镇村公交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
96 . 2%。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近
年来，济宁市精心打造基层党建示范区，积
极推进各镇街建设基层党建示范区。推进综
治中心及“雪亮工程”建设，目前全市14个
县市区已全部建成综治中心，150个乡镇建成
综治中心，覆盖率95%，5269个村(社区)建成
综治中心，覆盖率80%。推进“和为贵”调
解室建立，全市共建成“和为贵”人民调解
室6500个，实现了村居全覆盖。

济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引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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