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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街道大口村党总支：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合力推进“五个示范”

洪湖市“五个示范”党组织展示(五)

新滩镇北洲村党总支：

抓好“五个示范”建设 创建优秀基层党组织
北洲村地处新滩镇东北部，与嘉鱼县

簰洲湾隔江相望，与燕窝镇相邻，总人口
3625人，758户，耕地面积12465亩，北洲
村党总支下设三个党支部，共计党员 98
人。近年来，北洲村坚持党建引领，以"五
共”理念为导向，围绕“生态宜居，产业兴
旺”目标，聚焦”五个示范”党组织创建，带
领全村党员群众谋发展，着力建设和谐美
好北洲。

强化组织建设 筑牢战斗堡垒
北洲村始终把党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

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村
党组织建设，在镇党委指导下，形成了一支
老中青相结合的优秀班子队伍，聘请在外创
业能人陈晓光为荣誉书记、耿显辉为发展顾
问。持续深化“五个示范”党组织创建，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三清一治”等各

项重点工作上，极力体现党建引领和党员群
众齐上阵的工作新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同时，精心布置打造北洲
村党群服务中心，营造浓厚的党建氛围，切
实推动党建工作水平。

坚持党建引领 服务产业发展
近年来，北洲村始终坚持把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摆在首要位置，利用洪湖温
氏畜牧有限公司进驻北洲契机，通过招引
配套产业发展，鼓励村民开办养猪合作
社，提高村民及村集体经济收入。实行产
业化经营试点，目前流转土地206亩，惠及
51户153人，村民年增收13.2万元，同时为
村集体增收1万元。各合作社及温室养猪
场共吸收劳动力就业136人，年务工收入
321万元。成立由支部主导的劳务派遣合
作社，组织引导剩余劳动力到新滩经合园
区务工就业，并聘请专业技能人员为其进

行技能培训，提高专业技能，截至目前，合
作社组织劳动力到园区成功就业累计160
余人。

优化基层治理 汇聚发展动能
一是盘活资源，除沉疴扬新帆。扎实开

展“三清一治”工作，对承包合同全面清理，
共清理出问题合同4份，通过整治，重新签
订合同明确主体，对外滩私自发包合同进行
收回清理，收回外滩土地2216亩。扎实清
收村级债权，收回党员群众债权49笔，共计
13.93万元。二是完善村民自治体系。构建
了“党总支部+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
户+群众”组织体系，以及“三会两队”群众
自治体系，让党员在美丽乡村、平安建设、乡
村振兴等中心工作中凸显先锋作用。建成
积分超市，研究制定《共同缔造积分兑换规
则》，激发群众参与共同缔造热情。开展文
明农户、最美庭院、“好婆媳”等系列评比活

动，创建红黄公示榜，大力弘扬好人好事，促
进村风民风不断好转。

着力民生实事 增进民生福祉
扎实开展“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

心”实践活动，走访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把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共同缔造理念推动解决一
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聚焦群
众关心的生产用电问题，以财政项目资金为
杠杆，撬动村民筹资筹劳参与共建，搭建生
产电路 2.7 公里，共投资 14.1 万元，解决
2000亩农田生产用电问题，惠及群众1470
人；聚焦群众关切生产路不畅的问题，以交
通补贴项目资金为杠杆，撬动村民筹资筹劳
共建，采取财政补贴一点、村级自筹一点、村
民集资一点的方式，筹措资金105万元，用
于改善近2400亩土地生产条件，目前工程
均已完工。

龙口镇四洲村党总支：

锚定“五个示范”争创美好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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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村地处城郊，为原大口村与刘三
沟村合并而成，全村国土面积2.7平方公
里，总户数413户，总人口1655人，下辖四
个村民小组，种养殖面积1704亩，主导产
业为虾蟹养殖。现有党员76人，党总支下
设支部2个，党小组4个，流动党员15人，
35岁以下党员14人，60岁以上党员27人，
女党员11人。

今年来，通过“五个示范”的系列措
施，大口村党总支的凝聚力、向心力不
断增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有效
发挥。

抓核心 重融合
打造坚强有力村级班子

一是阵地融合好。原大口村和刘三
沟村合并后，新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占
地面积 158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40 平方
米，原村委会均作为集体资产出租。二是
班子结构优。村“两委”现有班子成员 5
人，聘请组长 1 人，“老带青”结构明显。
三是后备力量足。为了进一步提升班子
效能，村两委培养了 2 名 35 岁以下有能
力、有知识，思想素质好的年轻人为后备
干部，培养入党积极分子4名，吸收预备
党员1名。

抓学习 重引领
落实规范严谨组织制度

一是学深悟透原理。深入开展学习，
充分利用每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周四夜
学”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党的二
十大精神与共同缔造、乡村振兴等实践相
融合，学深悟透。二是规范各项制度。加
强党建引领，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四议两
公开”、民主评议党员和组织生活会制度。
三是走好群众路线。开好“四个会”，收集
村情民意，将理论学习运用到实践，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积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

想法子 找路子
探索富民惠民村级产业

一是盘活现有资源。将原刘三沟村委
会和大口村委会旧址整体租赁，实现集体经
济年增收1.5万元；收回被占用的村砖瓦厂
闲置地95亩，重新发包，村集体年增收8.5
万元；通过“三清一治”，收回债权7.1万元。
二是努力争资引项。积极争取上级壮大村
集体经济项目扶持，将原砖瓦厂取土坑“涌
泉湖”通过泵站升级、生产道路硬化等项目
实施，提升了对外承包底价，村集体经济每

年增收5万元。三是拓宽增收渠道。组织
50多名村民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技能培训，
鼓励村民发展小农庄、垂钓园、服装加工厂
等产业。目前，村“两委”正在积极筹备“司
机之家”阵地建设，有望为村民发展餐饮、民
宿提供新的增收路子。

争项目 抓整治
打造宜居宜业美好环境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升级。投资150万

元，新建1500多平方米的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及活动广场，进一步完善了党员群众服务
和文化活动功能；通过市政项目，将全村污
水管网连通市政管网解决村民污水排放难
题，拆除旱厕21个48平方米，大大改善了村
内的卫生环境。二是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利
用“村庄清洁日”等活动载体，发动群众清理自
家房前屋后杂物垃圾600多吨，植树4100余
棵，拆除村组道路两旁的违章建筑2700平方
米，打捞水草10.5万平方米，清理地笼及拆除
暗桩、迷魂阵等阻水设施270余处。三是引
导村庄全面清洁。广泛宣传共同缔造理念，
坚持开展“一天一小扫、一周一大扫”活动，
实行4名环卫工人全年全天候长效保洁机
制，开展卫生评比活动，营造党员带头群众
参与，户户保洁人人有责的良好风尚。

抓引导 重参与
厚植淳朴良好文明乡风

一是建队入伍。在村党总支的大力倡
导下，建立了腰鼓队、军鼓队、渔鼓队、广场
舞队等4支群众队伍，群众文化活动日益活
跃，以文化人、以德润身、以艺通心，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二是淳化民风。随着群众
娱乐活动的日益丰富，跳舞的人多了、打牌的
少了，家庭关系更加和睦、邻里关系更加和
谐，给人民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三是凝聚力量。通过村企联
合，建队入伍的姐妹们在锦盛、宏业等水产
品的车间里化身“剥虾能手”，娴熟地处理小
龙虾，传送带上的一只只小龙虾变成直供北
上广深的龙虾尾，勤劳的姐妹们一个月的收
入有的高达3万元，实现家门口的就业。

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口村将继续紧抓基
层党的组织建设不放松，强化责任担当，增
强服务意识，围绕抓党建深化共同缔造，进
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好城乡接合部的区域优
势，盘活村级有限资源，推动产业发展，筹建
文化广场、水乡大舞台、电商平台综合大楼
吸引在外年轻人回乡创业，让大口村美起
来、富起来，努力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建设目标。

龙口镇四洲村地处长江之滨，紧临省道
S329公路，距武监高速入口处1.5公里，交
通便利。辖区总面积8.6平方公里，村内共
有4个村民小组，657户，3014人。近年来，
四洲村坚持党建引领，以“争创群众满意的
党组织”为目标，着力提升村民幸福感和满
意度。

“雁阵齐飞”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四洲村现有“两委”班子5人，根据班子

成员个人优势设岗定责，班子团结协作，相
互协调，班子战斗力、执行力强。经常性组
织“两委”干部参与市、镇、村举办的教育培
训，组织党员群众代表到先进地方、单位学
习，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形成了良好的干事

创业风气。同时储备年轻后备干部2名，储
备积极分子5名，2022年四洲村发展35岁
以下党员1名。

“先锋模范”砥砺践行初心使命
四洲村现有党员98名，设置党员中心

户 14 户。严格按要求落实组织生活制
度，常态化开展“三会一课”并积极邀请包
村党委参加。同时设立了15人的红色“三
带”志愿服务队，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在
村庄环境治理、长江禁捕巡查等现场经常
可以看到“红色马甲”的身影。同时，广大
党员在疫情防控、防汛抗旱、志愿服务等
工作中积极主动作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争资争项”助力集体经济发展
四洲村在“三清一治”行动中发现的9

个问题合同已全部解决，追回拖欠承包费2
万元。同时改造村内扶贫车间用于制作鱼
糕鱼丸，带动1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村书记流转土地120余亩带头开办“家庭
农场”种植精品甜瓜、蔬菜等，带动20余名
留守妇女就业。为方便养殖户生产生活，
积极争资对村内总长4200米、宽3.5米的
生产道路进行修缮，同时重建1座生产桥
梁。2022年四洲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0
万元，2023年在市委组织部扶持下正在推
进集体经济项目，预计四洲村集体经济收入
将增加8万元。

“共建共享”激发自治自理活力
四洲村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坚持群策

群力谋发展，自治自理谋新篇。将人居环境
整治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并利用调解委员
会、红白理事会、环境理事会、党员和村民代
表议事会、乡贤理事会、治安巡逻队“五会一
队”，发挥党员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
用，利用“枫桥经验”化解3例矛盾。通过

“三会一讲”积极发动党员群众参与“共同缔
造”、建设美好四洲，征集群众意见，拟共建
项目4个。今年来，发动群众主动投工投
劳，清理房前屋后垃圾1200立方米，道路除
障3400米，房前池塘清淤2000平方米，栽
植花树500株。

近年来，高湖村党总支以实现乡村振
兴战略为总体目标，奋力促进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积极开展争
创“五个示范”党组织的活动，取得了较大
成绩。

党建+人才 筑牢乡村振兴之“力”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动力。高

湖村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
念，紧紧抓住人才“选、引、育”三个关键点，
多措并举，持续发力。一方面在强化驻村
工作队担当上下功夫。充分调动其主观
能动性，利用其资源优势，帮助村里争取
专业支持、争取项目资金，争取发展机会，
与村“两委”一起为村级发展做分析，想办
法，出思路，找路径，一起开辟乡村振兴的道
路。另一方面从统筹推进乡土人才建设下
大力，选聘一名行业带头人为荣誉书记，一名
致富能手为村级发展顾问。同时，以人才返
乡创业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通过人
才带动让农民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党建+组织 筑牢乡村振兴之“本”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高湖村

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着
力培养村“两委”干部，以组织振兴引领乡
村振兴“快步走”。一是选优配强“领头
雁”。注重把能力强、素质高、有文化的优
秀人才吸纳到两委班子中，优化“两委”班
子结构。现有党员55人，同时新发展党员
2名、确定了2名入党积极分子、储备了2名
年轻的后备干部，为班子建设提供后继力
量；二是立足长远，实施农村领头人队伍优
化提升行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实
训”等方式，定期组织专家集中对村干部进
行培训，形成党员先行，带头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带领群众创业增收的局面；三是
持续扩大村干部选育渠道，从致富能人和
返乡大学生中“选”，从外出务工经商能人
中“请”，从除党组织书记之外的现任“两
委”班子成员中“培”，多途径夯实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储备人才。

党建+产业 筑牢乡村振兴之“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根

据本村资源特点，村党总支引导扶持发展
水产养殖和优质稻种植特色产业，发展水
产养殖面积达到2331亩（含虾稻1280亩），
优质稻种植面积达到3510亩。通过充分发
挥党组织引领作用，瞄准主导产业多点发
力，做大做强“五大”特色产业（莲藕、藕带、
四家家鱼、虾稻混养、优质稻种植）。通过探
索“跨村联建”模式，积极联合周边村，按照

“党支部+合作社+养殖户”的管理模式，进一
步完善了党组织引领下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探索规模化、
抱团式产业发展新方法，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党建+文化 筑牢乡村振兴之“魂”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一是厚植乡村文化底蕴，完

善《村规民约》，充分利用文艺演出宣传队、乡村大舞台等文化阵
地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以
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二是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自治委员
会，广泛听取采纳党员、群众、驻村工作队等多方意见，极大地激
发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三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融合”，坚持常态化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卫生评比、美好家
园等活动，坚持组织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广大群众环境
保护意识普遍增强。

党建+生态 筑牢乡村振兴之“形”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高湖村积极探索“党建+生

态”发展模式，先后成立“三会两队”等群众自治组织，健全组织
制度，让村内矛盾出现有人调处，问题发生有人解决；严格执行

“四议两公开”制度，同时进一步完善“三项公约”，监督村务、党
务、财务，监管项目质量，对村内重大事务进行审议和决策。巩
固扩展“一村一法律顾问”，“一村一辅警”覆盖成果，推动村级网
格化管理，群众满意度、安全感进一步提升；从2020年至今，高
湖村共建设景观带 90 亩，完成义务植树 350 亩，整治河流
13500米，为生态建设增添绿色动能。

下一步，高湖村党总支还将继续聚力乡村治理“现代化”，聚
力绿色生态“产业化”、聚力人才培养“多元化”，以“党建+”模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为全面实
现乡村振兴不懈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