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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

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

近年来，清镇市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省委、贵阳市委部署要求，坚持

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以 “黔进先

锋·贵在行动” 为总载体，扎实做好

减负、增收、提质、拓渠、优考等“强

双基” 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 “五个

一” 行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排队抓尾” 、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四乡人才” 等工

作抓得有特色、有亮点、有成效，为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清镇篇章提供

坚强组织保障。

清镇市扎实推进“五个一” 行动———

党建引领聚合力 红色引擎促发展

� � � � 站街镇莲花村党支部为村民算

好经济账， 为脱贫户做好利益联结，

协调好建设用地和所需的集体资金，

让莲花村在清镇市新打造的 15 个村

集体肉鸡养殖示范点中率先建成项

目并投苗。 由于示范点建设快，加上

凝聚力强、工作推进有力、发展成效

突出等因素， 莲花村党支部被选为

“先进” 。

滨湖街道乡愁社区地处城乡接合

部，居民主要来自贵州（清镇）职教

城拆迁安置和红枫湖生态保护“退湖

进城” ，常住人口近 8000 人。 由于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措施不实，群众

呼声较大的停车问题和环境卫生问

题未得到妥善解决，乡愁社区党支部

被列为“后进” 。

……

“排队抓尾 ” ，是清镇市 强 化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的有力举措。 2024 年，清镇市全力

贯彻落实省委、贵阳市委关于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相关要求，围绕基层

基础“强双基 ” ，深入开展“排队

抓尾 、双整双创 ” 工作 ，瞄准乡镇

（街 道）和 村（社 区 ），整 顿 提 升

后进基层党组织，创建培育先进基

层党组织。

为确保取得成效， 清镇市在 12

个乡镇（街道）党（工）委、232 个村

（社区） 党组织全面铺开 “排队抓

尾、双整双创” 工作，根据上年度党

建工作成效、 政治素质、 高质量发

展、 满意度评价等方面的综合情况

进行“排队” ，分别“排” 出 1 个先

进乡党委和 1 个后进街道党工委、24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30 个后进基层

党组织。

排队只是第一步， 关键是通过

“抓两头带中间” ，激励后进赶先进、

中间争先进、先进更前进。 这段时间，

进入整顿和创建的关键阶段，清镇市

“排队抓尾、 双整双创” 工作正在火

热开展。

对于后进党组织， 清镇市围绕

“五个一” 行动，在实地调研基础上

针对存在问题逐一制定整顿提升方

案 ，明确目标任务、方法步骤 、整改

措施、完成时限和组织保障，建立了

联系包保、结对帮扶等制度 ，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与， 每个先

进党组织结对帮扶 1 至 2 个后进党

组织，帮助找准症结、优化整顿、增

强功能。

对于先进党组织，清镇市要求结

合各自实际 ， 由乡镇 （街道）党

（工）委书记、组织委员带头联系指

导， 积极开展示范创建， 持续擦亮

“筑固工程” 党建品牌。 适时开展观

摩、座谈、“擂台比武” 等活动，培养

和选树先进典型。 在教育管理党员、

干部作风建设、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 强化基层治理等方面总结提炼

管用方法和有效路径，以供“后进”

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镇市委组织

部的统筹下，清镇市的机关、国企 、

学校、 医院、 非公和社会组织等领

域 ，也纷纷筛选出各自 2024 年“排

队抓尾” 的先进和后进基层党组织

名单，深入开展相应工作，切实推进

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提质增效。

“村集体与民间资本的‘1+1’

产生了远大于‘2’ 的效果，这样的发

展方式活力足。 ”“项目在精不在多，

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选对一两个就

成功了一大半。 ”“建立好集体与个

体的利益联结，激发内生动力，让发

展‘事半功倍’ 。 ” ……在清镇市前

不久开展的 “排队抓尾” 走村观摩

活动中，21 个村的党组织书记一边

听集体经济的先进发展经验，一边各

抒己见。各村党组织之间形成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

清镇市正以“排队抓尾、双整双

创” 工作为抓手，强化先进党组织的

示范作用，帮助、支持、指导后进党组

织建设，发挥“整顿一个、提升一片”

的辐射效应，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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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清镇市麦格乡的群山环抱之处，

矗立着一幢十分醒目的特色建筑，弥

漫着泥土芳香的山风呼呼地吹着，屋

顶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是麦

格乡观游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

一期项目的国家长征文化公园 （拥

军广场）。

观游村的红色故事发生于 1936

年。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百万

重兵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佯攻贵阳

后转而西进，经修文、过清镇，到毕节

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观游村是红军

从修文荒田过猫跳河索桥进入清镇

县境的第一站，也是清镇市拥有红色

历史文化的美丽乡村之一。红军与观

游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当地

留下了五大娘造饭、 军民一心搭便

桥等许多感人的红色故事。 红军所

到之处，积极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北

上抗日政策， 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

支持和积极响应， 共同谱写了一曲

军民鱼水情深的红色赞歌。

2023 年， 观游村被列入中共中

央组织部、 财政部推动红色村组织

振兴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名单 。

这件大喜事， 标志着观游村的红色

传统将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随即， 清镇市第一时间启动了观

游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一期项

目。 该项目内容包括村庄道路改造、

田园环境提升、长征文化公园公共空

间环境改造提升、 迎军坪改造提升、

红色美丽村庄体验式教学点配套设

施提升改造、长征历史步道保护与修

缮等工程。 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全面

建设完毕。

接下来， 观游村将以红色美丽

村庄建设项目为依托开展红色研学

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到观游村，感受

当地的红色文化， 传播当地的红色

故事，也带动当地群众走上讲解员、

保洁员、厨师、服务员等岗位 ，实现

增收。

此外 ，观游村还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 ，有“贵州水溶洞天花板 ” 之

称的石龙洞就在这里 。当地已经引

进企业联合运营石龙洞的探洞游 ，

20 多位村民经过培训后成为探洞

游的领队，跑得勤的可以月入 8000

元以上。 当地的猕猴桃采摘 、油菜

花海 、洞穴探险等旅游吸引了大量

人气 ，村民发展“随君苑 ”“索桥

人家 ”“梦回田园 ”“桂鼎农

庄 ” 等 乡 村 旅 游 经 营 主

体 ， 实 现 更 多 的 人 气

“变现 ” 。 据观游村党

支部书记 张锦 荣测

算，观游村通过农

文 旅 一 体 发 展 ，

2024 年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可 达

66 . 5 万元 ，同比增长 500% 。

如今 ，观游村重点推进“红色

研学 + 洞穴探险 + 农旅体验 ” 三

项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了实现强村

富民的“三驾马车” 。

� � � � 王庄乡小坡村考出去的大学生王

仕飞，毕业后在乡党委的发动下回村

发展，走上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的岗位， 正带领全村老少冲刺

“村总产值过亿元、 集体经济收入过

百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贵阳市平

均水平” 的发展目标。

卫城镇犀牛村早年在外打工的

村民蒋华，回村后在村“两委” 的支

持下成立了清镇市黔耘农机专业合

作社，带领村民开展耕、种、管、收的

专业化农机服务，服务范围从周边乡

镇辐射至金沙、安龙、罗甸、榕江、纳

雍等县。 2023 年，该合作社经营性收

入达 320 余万元， 纯利润 73 万元，其

中 51%归村集体， 让每个村民都能分

到红利。

清镇籍企业家杨传军在深圳创业

打拼多年，在塑胶、五金、电子、家私、

机械等行业干过， 也投资过餐饮、互

联网、制造业等行业。 2021 年，杨传军

联合志同道合的村民成立贵州卫道

实业有限公司，与犀牛村联合打造集

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归山文化于一

体，联动一产种植、养殖的农旅项目

综合体———归山秘境旅游项目， 助力

犀牛村“1+1” 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

产业振兴。

……

人才是第一资源， 对于科技创新

来说是这样，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同样

如此。 为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

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

清镇市将“四乡”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书记工程” ，大力实施“四乡”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不断做大增

量、做优质量，引领带动更多“四乡”

人才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在该项工作中，清镇市坚持市、乡

两级联动， 明确统计口径、 范围及标

准， 强化工作指导， 大力推动各乡

（镇、街道）通过坝坝会、座谈会、敲

门行动等方式，对“四乡” 人才进行

分类摸排、全面盘点，建立“四乡” 人

才库，并台账化、精细化、动态化对

“四乡” 人才库进行管理， 用好、用

活、用足各类人才资源。

突出问题导向， 将摸清发展需求

作为 “四乡” 人才工作的有力抓手，

推动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党

组织利用春节返乡之际， 召集 “四

乡” 人才开展座谈会 48 场次、700 余

人次，重点围绕创业就业政策及资金

支持、 搭建交流平台、 职业指导和岗

位信息推介宣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同时，清镇市多部门联动，全面梳

理支持 “四乡” 人才发展的政策，建

立“四乡”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支

持政策清单，形成帮扶“四乡” 人才

的政策合力、工作合力。

截至目前，清镇市共有 3220名“四

乡” 人才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其中到

乡大学生 876 人、回乡能人 1355 人、返

乡农民工 729人、入乡企业家 260人。

下一步， 清镇市将持续完善人才

库、搭建沟通发展平台、建立人才服

务站、健全相应制度机制，引领更多

“四乡人才” 返乡就业创业，让“四乡

人才” 积极宣传、推动、探索、引领、参

与家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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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 镇 市

站街镇杉树村。

� � � � 贵州（清镇）职教城一角。

� � � � 红 二 、

六军团横渡

猫跳河的革

命 遗 址———

观游索桥红

军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 文 清镇市融媒体中心 / 供图

观游村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展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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