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为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落实、教
育难适应、作用难发挥等问题，近年
来，播州区积极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
理新途径，通过开展“遵传红·联千
里”行动，进一步抓实流动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有效提升流动党员归属
感、使命感、获得感，让流动党员离乡
不离党组织。

建立管理台账
联系不断线

流动党员在哪里，党组织的关怀
就跟随到哪里。播州区坚持“一个也
不能少”的原则，结合人口普查、选民
登记等工作，通过各级党组织主动
找、派人上门找、群众帮忙找、电话通
知找、新媒体线上找、短信告知找的
方式，收集掌握流动党员信息，引导
外出流动党员及时办理党组织关系
转接，形成“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
织、党员找党员”的良好局面。

一个支部建立一本管理台账。
结合流动党员外出工作实际需求和
近期党组织学习要求，以支部为单
位建立流动党员动态管理台账。指
定专人进行跟踪服务，采取外出报
告、返乡登记制度，合理制定流动党

员学习计划表，确保参与线上主题
党日活动党员“底数清、情况明、动
态准、学习新”。以党（总）支部为单
位，通过微信、QQ等平台建立流动
党支部，以党务工作者经常问、流动
党员主动报，做到流动党员基本情
况清、外出时间清、流动地址清、就
业情况清、思想状况清，将具体情况
分领域、分片区进行登记造册，做到

“流有登记、考有依据”。目前，已建
立流动党支部 149个，通过微信群交
流2000余次。

定时开设云课堂
学习不掉队

家住播州区龙坑街道、如今在浙
江省杭州市务工的流动党员向成伟，
自“遵传红·联千里”行动开展以来，
他都会准时参加线上主题党日活动，
在“云端”向党组织报到。

播州区依托网络平台，以党（总）
支部为单位，组织流动党员按时参加
线上主题党日活动，在“云端”汇报思
想情况、交流学习心得、分享工作动
态，同时采取“3+X”形式，开展理论
学习、征求意见、为家乡建言献策等
固定活动以及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活

动，向流动党员通报党组织近期重
要工作事项，鼓励流动党员围绕基
层治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开展
讨论，实现流动党员与在家党员“同
学”“同享”“同议”，确保流动党员学
习不脱节、思想不掉队。活动开展
以来，共向流动党员推送家乡动态
信息 1700余条，收集到意见建议900
余条。

对于身处他乡的流动党员，以各
党（总）支部为主体，以管用和实用为
导向，打造离乡提前学、异地跟踪学、
节日返乡学、流动课堂学的模式，采
取技能培训、邮寄学习资料、集中培
训和“微播州”“播州组工”线上平台
推送等方式，形成链条式培训，确保
流动党员思想“在线”、熟知“乡音”、
能力提升，永葆党员的先进性。目
前，针对流动党员开展各类活动 60
余次，受众3500余人。

定期关怀促激励
离乡不忘乡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党
组织以及周边父老乡亲多方面的支
持和帮助，所以我办这个水厂的初心
就是要回馈社会。”鸭溪镇乐理村贵

州中正山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进
介绍。2023年以来，该公司直接解决
就业22人，辐射带动43人创业就业。

对于有一技之长、一定经济基
础的流动党员，播州区利用节假日
举办回乡流动党员座谈会，引导流
动党员结合外出工作经历，发挥其
信息面广、致富点子多等优势，鼓励
其回乡就业创业，积极主动参与家
乡建设，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贡献
才智。提供回乡流动党员职业培
训、就业岗位推荐等服务，让流动党
员“回得来”“留得住”。截至目前，
已开展回乡流动党员座谈会、“遵传
红·联千里”等活动 12次，向流动党
员推送就业信息 310余条，推荐就业
岗位300余个。

播州区还建立支部定期联系党
员、党员主动联系支部“双联”机
制、“在家党员+流动党员”机制、

“互帮互助”机制，对流动党员遇到
的困难进行帮扶，对优秀的流动党
员进行奖励，让流动党员做“离乡不
忘乡、为家乡添光彩”的代表。2024
年以来，针对流动党员开展谈心谈话
5000 余人次，帮扶困难流动党员
4000余人次。

（涂磊 段文君）

播州区开展“遵传红·联千里”行动

托起流动党员“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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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看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桐梓县羊磴镇
苦楝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

“积分制”文明治理新模式，将“积分
制”管理与村规民约融合，以“看得
见、领得到”的实惠调动村民参与乡
村治理的积极性，不断推动移风易俗
工作走深走实。

“嬢嬢，你的这些积分可以换一
壶菜籽油回去了。”“伯伯，你的积分
能换一卷抽纸。”

近日，苦楝社区组织社区群众
开展了“宣传村规民约 共建和谐
乡村”半年积分兑换活动。活动现
场，苦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
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讲解
《苦楝社区积分制度》的具体内容和
积分兑换规则，并帮助群众兑换心
仪的物品。

据悉，该制度实行半年度考核机
制，每位村民平时考核设立 100分基

础分，在基础分上进行加减分，以最
终累计所得分数进行排名，对于积分
累计前 5名的群众，社区将授予年度
优秀居民称号，并优先参加各级评优
评先。

“这半年以来，社区制定了有效
的村规民约和积分制度，干部带头、
村民参与，大家的文明意识也提升了
不少。”参加积分兑换活动的村民谢
志亮说。

苦楝社区自实施“积分制”以
来，不仅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积极性、主动性，还提升了村民文
明素质。下一步，苦楝社区将继续
推进积分制活动，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村民对村规民约和“积分制”的
内容更加了解，让文明新风更加深
入人心。

（桐梓县融媒体中心）

苦楝社区

文明新风扑面来

近年来，播州区马蹄镇军河村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大
力发展柑橘产业，促进群众增产增收。

图为游客在采摘柑橘。
（贺元平 摄）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强农
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近年
来，赤水市始终坚持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以找准产业模式、深化村企联
动、盘活闲置资产、发挥能人效益为
着力点，奏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交响乐”，为“四在农家·和美乡村”
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找准产业模式
弹好产业发展“进行曲”

近段时间，位于大同镇天桥村
的红托竹荪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发展红托竹荪产业
不仅让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加收
入，还能让我学习到种植技术，以后
在自己的林地里也能种植红托竹
荪。”天桥村村民张洪高兴地说。

近年来，大同镇紧紧依托丰富
的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红托竹荪、
羊肚菌等林下经济。通过引进贵州
大学食用菌研究院建立科研实践基
地，成立贵州师范大学食用菌产业
技术服务专班，在技术带动、人才培
养、扩规提质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
出“科技企业+村级党组织+专业合
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目前
已种植红托竹荪、羊肚菌等 1720
亩，带动群众500余人务工，人均增
收3000元，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1万元。红托竹荪等林下经济已
成为当地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的
重要支撑。

深化村企联动
弹好发展联动“协奏曲”

“我们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周边
企业多。我们把眼光放在如何与企
业合作共赢上，目前已经取得了一
定成绩，带动周边群众户均每年增
收5000元以上。”天台镇金坪山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鹏程说。

近年来，天台镇积极开展村企
合作，大力发展竹制品耗材，抢抓以
竹代塑发展新机遇，进一步带动本
地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金
坪山村与赤水市新锦竹木有限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由公司提供技术指
导，金坪山村提供场地建设，合作打
造竹托盘的前端工艺，预计每年产
值可达 500万元。通过该模式，目
前已解决村民就业30余人，带动全
村 300余户农户参与发展。2024年，金坪山村完成竹制品耗材
销售额100余万元，村集体获纯收益20余万元。

盘活闲置资产
弹好资产经营“变奏曲”

“竹荪基地建好后，大家都来这里务工，每天收入120元，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我们都很满意。”官渡镇渔湾村村民袁启
英说。

近年来，官渡镇扎实推进闲置资产资源排查，在盘活利用闲
置资产上狠下功夫，通过引进赤水市冠萃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土地流转的方式盘活闲置土地 80亩，用于种植红托竹荪。同
时，改建闲置厂房 3000平方米，建成菌棒加工厂和网络带货基
地 1个，成功打造特色菌类“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站式
产业链，预计能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解决当地50余人
就近就业，带动150余户群众增收。

发挥能人效益
弹好队伍建设“交响曲”

近期，在长期镇合云村的四季福草种苗基地，村民们正抓紧
时机进行深翻与播种。“引种四季福草，不仅能帮助家乡产业发
展，还能带动村民增收。”长期镇合云村返乡企业家袁力说。

近年来，长期镇深化实施“双培养”工程，实施“引燕归巢”行
动，创建外出人才微信交流群，定期推送家乡建设相关信息，积
极吸引本土致富能人返乡创业就业，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
子，带动村民致富增收。2024年，长期镇向外出人才推送家乡
建设信息50余条，同时在每个行政村培养6—8名优秀本土青年
人才，充实村“两委”队伍后备力量。在外青年企业家袁力在了
解到合云村畜牧业发展中存在饲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后，他返乡
创业，投资 300余万元，引种四季福草 200余亩，通过“公司+村
集体+农户”的模式，带动 40余人就业，有效为当地产业发展添
资助力，推动农民增收、农村增色。

（赤水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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