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刘敏 谢剑

党建工作项目化———

让“一把手”扛起主责

8月20日，走在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王营村
宽敞的道路上，虽家家大门敞开，却很少见到赋
闲在家的村民。王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常继锋告诉记者：“家家无闲人，户户奔小康，这
多亏了镇上帮着上的园区项目。”

王营村只有500来户，却是全国闻名的厨具
产业特色村，年产值达6亿元。常继锋口中的“园
区项目”，正是朱台镇党委书记孙守强领办的

“厨房产业园党建提升”项目，党建指导员为园
区提供全方位服务，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加快产
业发展，实现园区党建和园区建设发展“双促
进”。

近年来，临淄区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
核心作用发挥，集中实施了一批影响力大、带动

性强、事关长远的“书记领办项目”，有力提高了
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但落实到
基层，党建工作怎样由“虚”变“实”？临淄区的做
法就是大力实施区镇村三级“书记领办项目”。

所谓“书记领办项目”，就是上至区委书记，
下至村级党组织书记，聚焦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引入项目化的方法，推动各级
党组织书记带头抓、亲自抓，抓出实效。

领办项目能不能出成效，立项是关键。“为
把各级党组织书记的党建责任落细落实，区委
组织部坚持从‘选题’入手，要求各级党组织书
记带头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基层党员群众
意见，逐级分析提炼领办的基层党建项目，有个
镇党委书记先后‘返工’3次才获准立项。”临淄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刘伟说。

2019年，经临淄区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审
议，最终确定“书记领办项目”477个，内容涵盖
党建引领美丽乡村建设、党群同心脱贫攻坚、党
员带领群众开展厕所革命等，涉及强化基层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拓宽党组织联系服
务群众渠道、创新党员教育管理等方面。

聚焦发展关注民生———

项目领办破解基层党建难题

“书记领办项目”实施之日起，一系列变化

悄然发生。
“目前，街道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38支，助

力完成违建拆除、环境整治、旱厕改造等重点工
作28项……”在半年工作总结会上，齐陵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刘晓兵正在汇报“党群连心工程巩固
提升年”项目进展情况。同样，在凤凰镇，今年他
们的“书记领办项目”是“村企结对共建促双赢”。
该镇党委副书记王鹏介绍，“牵头组织开展村企
结对共建活动，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力争年
内75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

“书记领办项目”不但创新了基层党建工作
方式方法，更是集中帮助解决了一批重点难点问
题，临淄全区上下形成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发展”的浓厚氛围，许多困扰基层党建工
作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一一破解。

“这种工作方法，一方面把党建责任落实到
书记身上，具体化、好考量、能推动；另一方面有
利于抓实，方向明确、重点突出、有的放矢。”刘
伟说。

严督实考推动———

确保项目个个出彩

抓好“书记领办项目”离不开严实的考核推
动。为切实解决以往工作“抓不到底、上冷下热”
的问题，临淄区建立“书记领办项目”年初建账、
年中查账、年底交账的全过程管控模式，在年底

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时，各级党组织书记必须对
领办项目进行专题汇报，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
实现从“虚”到“实”从“软”到“硬”的转变。

“区里和镇上定期调度情况，还时不时下来
抽查暗访，大家都不敢也不想撤摊子。”一位村
党支部书记这样评价“书记领办项目”。

对领办项目，各级党组织书记坚持直接抓、
靠上抓，牵头研究制订项目实施方案，细化目标
任务、工作措施、方法步骤、完成时限，明确项目
任务的“施工图”“日程表”。同时，组织部门对项目
实行路径化管理，把项目推进落实情况纳入基层
党建调研、督导、暗访内容，对照既定时间节点调
度进展情况，对进展缓慢的项目以书面形式交办
问题清单，实行销号制管理，有效促进各项工作
向严处抓、向实处落。

近三年来，临淄区“书记领办项目”优质推
进，既解决当前问题，又健全长效机制；既完成
重点任务、又创建品牌特色，真正让“书记领办
项目”成为可复制可推广、树得起的党建品牌，
其中，党性教育体检做法写入中央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意见》，并在全市推
广推介。

“‘书记领办项目’是制度设计的‘最先一公
里’，各级党组织书记把党建责任牢牢放在心
上，抓创新、求突破、创品牌，全区形成了上下联
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临淄
区委书记宋振波说。

推动党建工作由虚变实、从软到硬

临淄区：三级书记领办477个项目

□本报记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朱桂林 王良全

聊城市高唐县清平镇黑牢村被毛白杨里三
层外三层地“裹”了个严严实实。原来，在黑牢村
的2000亩土地上，仅种树就占了1500亩，其中，
1075亩土地属于集体土地。

“就算村集体土地上种了这么多树，村集体
收入还是常年‘挂零’。”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功军
告诉记者，黑牢村现有的树木早在1983年便承
包给了村民，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不是没向承
包户们收租，但就是收不上来。

“之前定的承包价格是一亩9块钱。我干了
16年支书了，年年收，年年‘无功而返’。”刘功军
说，虽然9块钱的价格明显偏低，但就这9块钱，
也是“有名无实”。

为什么租金会收得“有名无实”？今年70岁

的黑牢村村民刘以友一语道破：“清平镇坐落在
黄河故道。30年前，这里沙荒得厉害。风沙吹起
来，连天都看不见。当时的地，一分钱不要也没
人愿意种，是‘硬’发给承包户的。”

为确保防风固沙，清平镇曾掀起过一阵植
树潮。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植树人将棵棵政府采
购的树苗深植于此，覆盖全镇面积的林场雏形
由此形成。后来，外来的植树人纷纷返乡，看管
树苗的任务就委托给了当地村民。

“土地是承包户们一代一代改造出来的，现
在种粮食都没有问题。”刘以友说。

“我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老种植户、未经
镇政府及村委会同意便承包土地的，成为阻挠
收取租金的主要障碍。”清平镇党委组织委员卢
双江说，“由于历史遗留、人情关系等方面原因，
各村还普遍存在着‘人情地’‘关系地’，同时，路
边、沟边、湾边、村头等集体‘四荒’地也被村民

无偿使用。对这些土地，村集体没有任何收益，
成为村集体‘隐性’资源。但由于年代久远，村

‘两委’班子人员更替等多种原因，各村并没有
一个具体数字，造成‘三资’不清，严重影响村集
体经济发展。”

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清平镇以全市“平清
种增改”工作为契机，严格落实集体土地确权登
记工作，镇村两级成立工作专班，组织、纪委、管
理区、律师团、派出所、经管站等相关部门全程
参与，彻底清理各类“隐性”土地，并严格按照经
营权证上的实际亩数进行规范，对多占的宅基
地、“四荒地”等由村集体统一收回或者收取相
应的承包费。对于土地被企业征用的，该镇按照
经营权证实际土地亩数进行补偿，多余部分收
益收归集体所有。截至目前，清平镇共“盘活”包
括黑牢村、刘庄村、桑庄村在内的14个村庄的1 . 4
万亩集体土地。

在此基础上，清平镇趁热打铁，重新发包承
包地，按照各村承包户意愿，制定适宜的租赁模
式。比如黑牢村按照前四年每亩每年100元、中
间三年每亩每年200元、后三年每亩每年400元
的价格方式对外租赁10年，孙庄村则按照每年
200元/亩，且镇村不再收取树木提成的方式对
外租赁7年。其间，针对自愿放弃承包权利或不
愿延包并拒绝签订合同的种植户，村委会将依
法按程序另行发包、收归村集体或是分配到户。
据统计，重新发包的1 . 4万亩集体土地共为14个
村获取村集体收入200余万元，彻底告别了村集
体收入“挂零”的窘迫。

“今年，我们利用集体收入，给打扫卫生的
村民发了工资，还修补了部分破损路面。马上到
中秋节了，我们还准备带着礼物去看望村里的
鳏寡老人呢。”今年64岁的石门村村委会委员陈
希林高兴地说。

1 . 4万亩集体土地被“唤醒”
清平镇重租“白用地”增加村集体收入200余万元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阮锐 锦绣 报道
本报齐河讯 “之前办理村里的事情，都靠自

己过去的经验，有些做了还不讨好；现在什么事该
做，什么事不该做，清单里面很清楚，办事不用藏
着掖着，也不怕会被大家误解了。”8月11日，齐
河县祝阿镇葛谢村党支部书记葛家平说。

今年4月起，齐河县委在全县1016个村（社
区）全面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梳理涉及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三资”管理、惠民补贴、扶贫救
济等“小微权力”清单31项，并明晰小微权力的规
范运行流程等，向基层党员干部明确哪些行为不可
为，划清底线，为村级“小微权力”加上一把
“锁”，同时也成了群众办事指南。他们要求每个
村（居）在指导清单的基础上绘制本村的权力清
单、运行流程，通过明白纸、宣传册、微信群、灯
塔在线等方式达到家喻户晓。严格“一事一议”、
村务财务公开和村民理财小组制度，根据不同的公
开内容，确定公开的方式，针对诸如群众看不懂的
财务问题，鼓励大家用通用的“流水账”张贴在公
开栏，拍照留存的同时，及时在微信群、党建系统
APP公开，向群众交一笔“明白账”；纪委监委采
取实地督导、明察暗访、约谈整改等方式，将部门
职能监督与村级“一线监督”优势有机结合，对
“小微腐败”追查建立绿色通道快查快结。

齐河31条清单

为“小微权力”加把锁

□刘明祥 张环泽 报道
8月23日，在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大马湾村乡村

记忆博物馆，参观者游览百年老屋。近年来，山亭区
注重把具有乡村特色的建筑遗存、民俗文化和民间
技艺等融入新农村建设之中，让人们在“怀旧游”中
感悟历史变迁，领略淳朴厚重的乡村文化。

山亭“怀旧游”热乡村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
道及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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