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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冈县朝农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采取“支部＋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组织方式，在永安镇崇新村流转土地30多亩，投资100多
万元，新建15个大棚规模化种植马桑菌，带动当地村民增收。图
为永安镇农技干部（右二）在基地查看马桑菌长势并了解市场销
售情况。 （陈昌霖 摄）

今年，仁怀市坛厂街道党工委积极推行“高粱+蔬菜”产业轮
作，在楠木村通过“支部+农户+合作社+公司”组织方式，发动农
户和经营主体种植2000亩豌豆，增加群众收入。

（徐春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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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秋斜阳，为黔北大山深处的
新庄组，涂抹上一层金黄色调。幽
雅恬静、美丽祥和的新庄组，一派
丰硕景象。

暖色夕照中，闲下来的梅朝定
老汉，正朝新建成的新庄组办公阵
地和文体广场走去。

“只要有空，我就要去那里跟
老哥们摆‘龙门阵’。在那里还可
以开会议事、看书看报、下棋打球、
唱歌跳舞……那真是个好场所，把
大家聚拢了起来。”说起新庄组脱
贫奔小康后的变化，梅老汉滔滔不
绝，“没建阵地前，大家要摆个‘龙
门阵’，都只能坐在树底下，娱乐、
锻炼就更别提了。”

新庄组，是仁怀市五马镇协农
村一个村民组，梅老汉描绘的变
化，是仁怀抓住农村基层发展的神
经末梢，实施队伍在组成立、阵地
在组建设、产业在组发展、自治在
组见效的“强组兴村”工程，助力广
大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一个缩影。

队伍在组成立

秋收时节，硕果满仓，可鲁班
街道山水社区竹林组村民王德英
却为丰收愁容满面。

今年，王德英种植的高粱“争
气”，加之代耕土地上的高粱，多收
了2000多斤。可按订单合同，多出
的高粱卖不掉，意味着能增收的 1
万多元就会“打水漂”。

看出王德英的愁心事后，新上
任的村组干部马小花立即向村里
反映。第二天，还没等王德英回过
神，马小花就告诉她，多出的 2000
多斤高粱，经村里调剂，可以卖了。

“要没马小花这个组干部，我
还不知要为这些高粱跑多少路。”
王德英口中的“组干部”，就是组里

“强组兴村”工作队队员，马小花就
是其中之一，跟其他村民组一样，
她由村下派到组里工作。

为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解决村
民组一级无人才队伍的问题，今年
初，仁怀市受大坝镇“重心下移、服
务下沉、保障下倾”的下组兴村启
示，在全市 181个村（社区）的 1785
个组分别成立“1＋3＋N”工作队，
以解决村民组无人领事、办事的难
题。“1”，表示一个村民组；“3”，表
示镇、村、组各派一名同志组成工
作队班子领导；“N”，表示组里的乡
贤、退休干部、管水员、护林员、保
洁员、退役军人或党员代表等多名
人员。

转机，源于一种探索与突破。
政策一出，镇、村特别是组里的热
心人士积极响应，覆盖全市所有村
民组的1785支“强组兴村”工作队，
很快组建完成。一支队伍，就是一
个堡垒；一名队员，就是一个依
靠。组一级疫情防控、养老保险、
种植订单、建房申报、高粱销售、农

村医保、反诈宣传、活动开展、纠纷
调解、民意收集……一桩桩、一件
件民生事、烦心事、家常事，就这样
成了工作队扛起的重担。

鲁班街道星河村关口组村民
陈波在外务工挣钱后，就想回家改
善房屋。接到陈波申请后，组干部
滕明勇、严阳阳立即核查，并于当
天就向上级部门报告了陈波的修
房申请。

组干部扎实的作风，让关口组
组长朱正华始料未及：“这速度，这
效率，跟坐高铁一样快！过去，村
民要办的有些事，需要到村部或镇
里才能解决，现在身边的组干部就
能帮助办了，便民利民更及时。”

大坝镇簸箕坝村田坎上组工
作队队员赵林珊，是镇下派的组干
部，下派半年，收获颇多。之前，她
每天主要跟公文、会务打交道，当
组干部后，她每天面对的是组里的
群众，怎么开群众会，怎么跟群众
拉家常，怎么调解纠纷，怎么谋划
一个组的产业等，都让赵林珊受益
匪浅。

“‘强组兴村’工程，为镇一级
干部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
部提供了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为群
众办实事的锻炼平台。”大坝镇党
委书记张迁说。

阵地在组建设

“好球，两分有效。”
“白队，加油！黄队，雄起！”
秋日傍晚，五马镇三元村水木

组办公楼前的篮球场上，水木组农
民举行的篮球赛正在进行，球场外
围观的群众不时鼓掌助威。

组办公楼内，图书室、老年娱
乐室、小卖部等场所灯火通明。图
书室内，几名孩子正坐在书桌前专
心致志地看书；娱乐室里，几位老
人正在打纸牌；小卖部前，几位来
观看打篮球的群众正挑选饮品。
小卖部负责人顾其茂老人介绍，小
店一天充其量卖几十元，赚钱不是
目的，最主要的是方便群众。

水木组办公楼，原是一栋闲置
村小教学楼。为打造组阵地，市镇
两级决定将这里改建为两个村民
组的共同办公阵地。

听说要建组办公阵地，两个组
群众热情高涨，很快就集资 8万元
现金。见大家积极性高，两个组工
作队立即带领大家投工投劳、加班
加点装修建设。一个月后，一个集
篮球场、办公、议事、娱乐、便利店
于一体的组阵地建成。有了阵地，
两个组任何事，包括纠纷调解、民
生事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组干部
办理，组里的活动也可以在这儿开
展。

看到眼前的一切，水木组村民
顾正佳谈到，别小看这个小阵地，
它能搭建起干群连心桥，更能凝聚

起一个组的民心。过去，由于没有
组阵地，组里要开个群众会，组长
得四处找地方。在院坝开，天气好
还行，可遇上雨天、冷天、酷热天，
怎么办？在农户家中开，不仅场地
窄，还影响主人家生活，很尴尬。
顾正佳说：“自组阵地建起后，组长
再不为找场地犯愁了。”

组级小阵地，撑起了群众共建
共治共享的大舞台。如今，像水木
组这样的精品组阵地，在仁怀已建
成 37个，乡镇 100％覆盖；功能稍
弱一点的示范点、普通点，已覆盖
每个村、每个组。除此以外，鲁班
街道打造的“邻里议站”、大坝镇打
造的“百言堂”、苍龙街道打造的

“法治小院”等村民组阵地，将服务
群众的阵地建在群众身边，使党的
温暖、精神食粮、文明新风能近距
离送到群众心坎儿上。

产业在组发展

秋阳高照的正午，大坝镇新田
村石子坪组组长杨启雄带领组干
部李春花顶着烈日，找工作队员杨
弟波商讨再生高粱发展和蔬菜种
植的事宜。

石子坪组位于仁怀市与桐梓
县交界的桐梓河边，海拔低、气温
高、开春早，高粱成熟得早。收割
早高粱后，轮作时间又迟迟不到。
就因这一间隙，地里的高粱桩快速
出苗、生成，村民来不及打理时，地
里的再生高粱已经抽穗、变黄。杨
启雄和杨弟波竟然发现，再生的二
季高粱跟头一茬没两样，颗粒饱
满，品相圆润。

他们像发现了惊天秘密。杨
启雄带领杨弟波等队员，决定发展
几块试验田，通过精心培育，再生
高粱长势喜人，亩产超过 350斤。
除推广再生高粱外，杨弟波还带起
村民抢抓季节发展蔬菜种植业，让
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实施“强组兴村”工程，最实的
就是发展，特别是以组为单位的产
业谋划。

初夏，凌晨 3点。五马镇党委
会议室灯光如昼，镇村组干部正在
为三元村水木组的发展规划建设
进行论证。从晚上 7点，到次日凌
晨3点，整整8个小时。

发展规划敲定后，短短几个月
时间，水木组就建起精品水果园，
办起 3个养殖场，庭前院后环境得
到美化，污水处理设施、通组公路
升级改造等相继落地。

在五马镇，像水木组一样发展
起产业的还有协农村长会土组、龙
里村新庄组，都发展起酒类包装材
料加工、水产养殖等产业。五马镇
党委副书记沈开通介绍：“以组为
单位搞发展建设，难度小，周期短，
易见效，使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
广。”

如今，仁怀 1785 个村民组
90％以上已经谋划发展起有机高
粱、蔬菜水果、猪牛养殖、酿造加工
等产业，真正实现了产业在组发
展、共富在组体现。

自治在组见效

微风拂过，稻浪低语。捧起谦
恭弯腰的稻穗，高大坪镇银水村兴
龙组村民涂仕相欣喜自语：“你呀，
是那条老沟救活的呦！”

老涂描绘的老沟，就是今年兴
龙组、杠上组所有村民参与“公益
工”活动清理疏通的灌溉渠。

今年 5月，在“强组兴村”工程
实施过程中，两个村民组在工作队
倡导下，参照五马镇龙里村新庄组
的做法，为每家设置“公益工”，当
组里开展公益活动或修造集体设
施时，“公益工”就得上前参与。如
果外出务工不能参加“公益工”劳
动的，工作队按每小时10元标准收
取经费，再用该经费请人代劳。

“公益工”制度建起来后，两个
组的工作队商议，决定使用“公益
工”将堵塞多年的灌溉渠疏通，以便
两个组800多亩水稻田灌溉之需。

说干就干！一个月后，这条长
约 6公里的灌溉渠疏通，上游水库
的水直接灌进稻田里。沟渠提前
疏通，今年 50多天的高温大旱中，
让800多亩稻田“躲过一劫”。

谈起“公益工”撬动村民组自
治的前后变化，苍龙街道水塘村长
会组组长陈其富倍感欣慰，他说，
过去路道卫生保洁这桩小事，大家
都坐等观望，待村里组织人来干。
现在村民自我管理、自主决策、主
动作为，组里有什么事，广播或微
信群里一通知，大家很快靠拢、出
力。

同时，在“强组兴村”工作队的
倡导下，仁怀一些村民组制定禁止
红白喜事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婚
闹、禁止野外用火等“组规组约”，
既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又形成
了良好的组风民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之
路指明了方向。“‘强组兴村’工程
的实施，凝聚起了党心民心，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中作出了有益探索。”遵
义市委常委、仁怀市委书记芦忠于
认为，“强组兴村”工程，必然激发
共同富裕的决心与信心。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一个组
接着一个组抓，一天接着一天干，
积小胜为大胜，积小成为大富，仁
怀，随着“强组兴村”工程的深入推
进，西部共同富裕示范市的美好画
卷必将绘就！

（据《农民日报》）

激活共同富裕神经末梢激活共同富裕神经末梢
——记仁怀市探索实施记仁怀市探索实施““强组兴村强组兴村””工程工程

今年“双11”期间，赤水各大商户在抖音、快手、天猫、拼多多
等平台开展直播活动，销售腊肉、坚果、晒醋、石斛等农特产品并
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图为赤水市情乡源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工人
在打包腊制品。 （陈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