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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四个一线”聚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太白县聚焦一线扛责、一线派人、一线发力、一

线聚资，扛牢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责”在一线担，让工作机制硬起来。建立统筹推进机制。

坚持规划引领，突出整镇推进、整县提升，出台实施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实施意见》、《工作方案》等一揽子制度文件，明确路线

图、时间表、任务书，建立县级领导包镇联村制度，做到一线督

导、一线推动、一线落实。建立常态调度机制。建立“一月一通

报、一季一观摩、半年一总结、年终一评比”机制，每季度绩效

突出的镇村介绍经验、工作滞后的表态发言，定期开展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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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真抓实干促振兴、比学赶超争示范的工作格局。建立考评激

励机制。实行“四个纳入”，即纳入党建述职、绩效考核、专项

督查和评优树模，考评结果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建立村干

部补贴待遇动态增长机制，“一肩挑”最多达到每月 3900 元。

“人”往一线引，让干部队伍强起来。坚持把打造过硬队伍

作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堡垒在基层建强。扎实开展

镇、村“两委”换届“回头看”及班子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工作，

全面掌握镇村工作实绩，及时调整镇、村班子成员 10 名；狠抓

头雁队伍建设，分批分期举办科级领导干部及村“两委”班子成

员等示范培训班 5 期 1000 余人次。干部在基层培养。把乡村振

兴作为培养锻炼、发现使用干部的一线战场，选派 145 名机关干

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及队员，选拔 8 名“五类人员”进入乡镇领

导班子。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社区）干部和大学生村

官中定向招录公务员 23 人。人才在基层汇集。积极组建老干部、

优秀公务员、专家人才和“两新”组织约 100 余人的干部人才合

力团，点对点对乡村振兴示范村进行精准帮扶，推行需求清单、

项目清单、落实清单“三单”管理模式，组团开展“送政策、送

服务、送技术、送关爱”等活动，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一线聚集。

“劲”朝一线使，让乡村治理活起来。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示范带动作用，把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构建“三治融合”新格局。健全党组织统一领导机制，坚持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全面完善村党组织领导各类组织工作

机制，在全省率先实现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集体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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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负责人“一肩挑”全覆盖，切实把村党组织领导地位立起来。

打造“多网合一”新体系。统筹政法、公安、民政等资源力量，

构建“行政村党支部—村民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网格体系，优

化设置网格 1191 个，推动 896 名镇村干部、67 支县级机关服务

队下沉网格开展服务，通过建立走访排查、定期例会调度、联系

服务工作机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探索村民自治新模

式。创新推行“道德评议+负面清单+红黑榜+分红挂钩”机制，

引导群众参与乡村建设、庭院卫生、公益美德等积分管理、张榜

公示，共组织道德评议 188 次、建立负面清单 28 条、规范红白

喜事 251 场次、评选孝子孝媳 48 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持续提升。

“资”向一线沉，让群众生活美起来。以党建引领夺标“四

美”红旗村为抓手，聚焦示范培育、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突出

组织动员、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努力干在实处、干出实效。培

育党建示范样板。以“慢城太白党旗红”品牌为引领，综合衡量

各镇村地理位置、产业布局、资源优势等因素，按照分类实施、

分步推进、分级管理的办法，投资 320 万元打造党建示范点 20

个，建成“秦岭生态产业美、文明和谐乡风美、善治为民治理美、

慢城宜居生活美”示范带 4 条。擦亮特色产业品牌。大力发展绿

色种植、绿色养殖、绿色加工，实施“优菜、扩莓、培葡、壮蜂、

育菌”五大增收行动，培育龙头企业 11 家、专业合作社 274 家、

家庭农场 41 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投资 6000 余万元打造

杨下、梅湾、黄柏塬乡村旅游示范点 3 个，建成杨下里、薄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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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等一批精品民宿，全县乡村旅游接待人数突破百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3.8 亿元。打造品质宜居环境。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为突破口，投资 1.4 亿元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 10 个。全力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和危旧房屋拆除，改造老旧村庄 19

个、栽植苗木 7 万株，建成网红民宿白云驿、花海老街七里川、

战天斗地马耳山、农旅融合杨下里等一批高品质休闲村庄，实现

“一村一景、一村一业、一村一特”，形成了山区型、生态型乡

村振兴“太白标准”。

眉县宁渠村：“四个聚焦”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眉县宁渠村坚持“四个聚焦”，以党建“红色引擎”点燃乡

村振兴“红色动能”，谱写了一幅“组织强、乡风好、环境美、

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聚焦“组织强乡村”，筑牢“桥头堡”。坚持党建引领，选优

配强村“两委”班子，高标准建成集党群服务大厅、党员活动室、

幸福院、卫生室等为一体的村级服务中心。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从各组选出优秀党员代表，吸引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力和道德感召力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

等，打造一支“党员+人才”队伍，组织参与产业发展、基层治

理、政策宣传等工作，目前参与 58 人。深化党建网格管理，以

党员先锋为核心，层层搭建村组街三级网格，实现 14 个小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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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户村民入网联结，构建了“党员联四邻、四邻带一片、一

片促全村”的新格局，2021 年获得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聚焦“乡风润乡村”，倡树“新风尚”。推行村级“小微权力

清单”，细化明确村级服务事项 25 项，健全党员干部包抓联系群

众制度，设立“问题墙+回音壁”定期回应群众关切。建立村级

调委会和 20 人群防群治队伍，网格化开展平安建设“零距离”

入户普法、“触底式”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深入挖掘文明古村

文化优势和“革命妈妈”陈秀贞老人红色事迹，建成宁渠村村史

馆，制作党建、法治建设等宣传牌 150 面，墙体绘画 80 幅，打

造乡风文明“一路两街”1200 米。注重发挥“一约四会”德治

作用，每季度举办 1 次道德讲堂，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好婆婆”、

“模范家庭”，形成了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的和谐文

明新风尚，获评全国文明村。

聚焦“环境靓乡村”，展现“新面貌”。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积极调动干部群众、公益性岗位人员、志愿服务者共同参与，

常态化全方位开展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立健全“周督查、

月评比、季奖罚”考核机制，积极主动作为，科学施策，着力打

造干净整洁美丽的乡村人居环境。先后修建排水沟、铺设管网 2

万多米，修建花坛 1.5 万平米，修建游园广场 6 处，栽植乔木、

绿篱 10 万多株，打造河营路绿化景观 3 公里，整村推进改厕 816

户，基础设施人居环境不断改观，形象面貌持续向好，获评省级

美丽乡村。

聚焦“产业兴乡村”，共享“新成果”。将抓党建作为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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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工作切入点，着力抓好猕猴桃产业发展示范点建设，充分发

挥好龙头企业、合作社作用，构建“平台+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产业联合体模式，抓点带面，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带领

群众共同致富。聚焦产业提质增效和果园标准化管理，建成宁渠

国家级现代农业猕猴桃产业示范园3000亩，建成村级冷库11座。

同时加强现代科技示范推广，全力推进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推广

“互联网+”智慧农业 310 亩。村集体年收益达 30 万元，获评全

国乡村振兴产业综合服务示范村。

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部领导，各县级干部

发：各县区委组织部，宝鸡高新区党工委组织人社部，市委各部门、市级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人教科（办公室），党的关系在市委的部

省属企事业单位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由市委管理的企业党委组织部，

机关各科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