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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上、庸者
下，激励领导干部
攻坚克难

今 年 ，云 南 专 门 从 天 津 、浙

江、福建引进了 4 名优秀干部到

贫困地区担任县委书记。“试点从

省外发达地区引进优秀干部到贫

困地区任职，旨在为贫困地区带

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动

力。”云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告诉

记者。

打赢脱贫攻坚硬战，需要一

支指导有方、能拼善战的领导干

部队伍。抓住市县乡换届契机，

选优配强贫困地区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已成为多地脱贫攻坚的

关键法宝。

四 川 从 2014 年 开 始 共 选 派

219 名经济金融、城建规划、工业

与现代服务业、新农业农村与科

教文卫、社会管理等五类地方急

需专业人才到市县挂职，加强地

方专业领导力量；今年再从省内

发达地区选派 20 名青年优秀干

部 到 贫 困 地 区 担 任 县 级 党 政 正

职，选派 87 名贫困地区乡镇党政

正职到省直单位挂职锻炼；

最近，云南一大批有拼劲、懂

扶贫、会扶贫、能吃苦的优秀干部

进入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目

前，476 名贫困乡镇党委书记平

均年龄 39 岁；本科以上学历 423
名，占 88.9％；具有乡镇领导岗位

任职经历的 434 名，占 91.21％；

陕西有针对性地选派 150 名

金融、科技、经营管理和城建类等

专业干部到县（市、区）党政领导

班子挂职；460 多名优秀年轻干

部到贫困乡镇挂职，为脱贫攻坚

注入新活力。

疾 风 知 劲 草 ，烈 火 见 真 金 。

脱贫攻坚一线磨炼干部，更造就

干部。因为驻村实绩突出，从四

川达州市市政协机关下派至万源

市铁矿乡泥溪沟村担任第一书记

的宋原立，由正科级提拔为副县

级；

去年以来，云南昭通市在脱

贫攻坚一线选拔使用成绩突出的

市管干部 55 人；

“选优配强贫困地区干部，在

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创造了好干部走向基层、好干部

出自基层的用人环境。”中央党校

教授谢春涛表示。

能者上，庸者下。扶贫不力，

就得“挨板子”。此前，四川巴塘

县昌波乡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洛

绒曲登和苏洼龙乡党委书记、人

大主席卓海云，石渠县德荣玛乡

党委书记昂翁四郎等人就因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不力被处分。

此 外 ，四 川 还 建 立 了 容 错 、

激励、能上能下“三项机制”，特

别 是 制 定 推 进 领 导 干 部 能 上 能

下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和 因 健 康 原 因

不能正常履职、不适宜脱贫攻坚

需要、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

配套制度，形成能上能下常态化

机制；研究出台充分调动干部积

极 性 激 励 改 革 创 新 干 事 创 业 的

意见，建立容错纠错、澄清保护

机制，为担当者负责。

给钱给物，还
得给个好支部、探
出好思路

在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中 不 难 发

现，除自然条件制约外，基层党组

织软弱涣散是不少贫困地区面临

的共同问题。

“有的村‘两委’长期弱化，起

不到带头人的作用；有的村班子

成员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对如何

摆脱贫困没有主意。”四川省委组

织部负责人坦承。为此，四川开

展软乡弱村整顿，调整撤换不胜

任不称职书记 274 名，补充配齐

缺员村班子 1250 个。同时，为了

确保村支部能够抓实脱贫攻坚，

大力实施“党员精准扶贫示范工

程 ”，从 省 管 党 费 中 下 拨 1.15 亿

元，协调整合各级各类帮扶资金

20 亿元，支持 11501 个贫困村每

村实施 1 个以上党员精准扶贫示

范项目，吸纳 46742 名贫困党员、

486343 名贫困群众参与。

此前，四川汉源县富林镇青

富村贫困户李万军想致富，但苦

于没找到挣钱的好门道。“党员精

准扶贫示范工程”实施后，李万军

被定为党员带头脱贫示范户，他

用扶贫资金购买皇菊苗 2000 株，

有 关 人 员 还 手 把 手 教 他 如 何 管

护、打药、施肥……“我对脱贫致

富很有信心，以后我也要帮助更

多的人。”李万军满怀憧憬。

给 钱 给 物 ，还 得 给 个 好 支

部。陕西洛南县把党支部建在脱

贫攻坚一线，洛南县宏泰金银花

专业合作社在产业链上分别建立

了种植、生态养殖、产品加工等 5
个 党 小 组 ，按 照“ 党 支 部 + 合 作

社+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吸

纳 160 户贫困户入社务工、入股

分红、承包经营等，合作社 24 名

党员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实现了

稳定脱贫目标。

脱贫奔富，除了外在给力外，

村民自身还得有摆脱贫困的动力，

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但

贫困户往往由于居住偏远、受教育

程度低、观念相对落后，既缺乏脱

贫的信心，也缺少致富的技能。”云

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因此，

做好扶贫工作，‘授人以鱼’外，更

需要‘授人以渔’，这其中，基层党

组织中的党员和致富能人的榜样

带动作用很大。”

近年来，云南把“扶志”与“扶

智”放在关键位置，坚持开展“三

个培养”工作，把 7.3 万名优秀致

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 4.5 万名党

员致富能手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

村组干部。“以前扶贫推不动的村

子动起来了，以前动得慢的村子

快起来了。”云南省委组织部负责

人说。

四川依托贫困村村级组织活

动阵地和远程教育平台开办“农

民夜校”，通过“支部+阵地”“党

员 + 群 众 ”等 方 式 加 大 政 策 、技

能、“双语”、新风尚等培训，教育

引导群众主动脱贫、精准脱贫。

陕西宝塔区姚店镇蒲屯村是

一个典型贫困村，村级换届中，致

富能手王海有被推举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他带领贫困户推广草蓄

沼园配套技术，建设千亩水果采

摘园和万只养鸡场，发展乡村旅

游 ，确 保 贫 困 户 家 家 有 增 收 产

业。在陕西，像蒲屯村这样走上

致富路的贫困村还有很多，而它

们的变化正是得益于陕西实施的

“能人强村”战略。

“脱贫攻坚，最重要的是通过

外 在 力 量 让 贫 困 群 众 的 心 热 起

来，真正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

熬’的观念。”谢春涛认为，只有这

样 才 能 把“ 要 我 富 ”变 成“ 我 要

富”，把“帮我富”变成“我能富”。

产 业 扶 贫 不
能“等靠要”

陕 西 礼 泉 是 有 名 的 苹 果 之

乡。在叱干镇张咀村，苹果多年

来也是这里的主导产业。但由于

当地交通不便，常年干旱少雨，果

树也多为上世纪 80 年代栽种的

秦冠，品种老化，苹果一直卖不上

好价钱。“产业扶贫不能靠‘等靠

要’，作为第一书记，得帮大家闯

出一条路来。”下派到当地的第一

书记李英，利用“学校+农户”的

帮扶思路，努力让当地贫困户摆

脱困境。

“破解贫困村‘班子软弱、经

济薄弱、基础脆弱’的现状，仅凭

村级组织自身力量在短期内很难

奏效，必须借助外力推动才能有

效解决问题。”陕西省委组织部负

责人深有感触。

目前，选强配优第一书记已

成为三地脱贫攻坚的共同举措。

今 年 ，陕 西 下 派 第 一 书 记 10450
名，云南下派第一书记 6006 名，

四川下派第一书记 11501 名，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和贫困村党组

织得到全面覆盖。

脱贫攻坚啃的是硬骨头，不

是仅靠个别机构、个别领导干部

就能够完成的，还得调动全省各

级 各 部 门 及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的 力

量。为此，云南开展“挂包帮”等

工作，1.36 万名省州县领导干部，

1.76 万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四川开展

干部走基层活动，去年以来，全省

各 级 党 员 干 部 累 计 走 访 贫 困 户

433 万人次，帮助贫困群众解决

问题 155 万个。

干部派下去，党组织强起来，

再加上看到周围先起步的党员创

业示范，村民们也琢磨起了致富

的门路。

“对于刚起步的贫困户，发展

产业最需要资金，但这往往成为

许多村民创业的拦路虎。”四川省

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目前，四川

省、市、县三级财政专门为扶持贫

困村贫困户发展产业设立了周转

金，其中，省级财政安排资金规模

为 20 亿元，补助标准每村 10 万—

20 万元；

云南实施“基层党员带领群

众创业致富贷款”项目，3 年来共

发放创业致富贷款 35 亿元，惠及

党员群众 13.4 万户，户均增收超

过 1.5 万元；

陕西则加强基层涉农银行业

机构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深度合

作，不断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增加

涉农信贷投放；

……

“相信通过多措并举，形成脱

贫攻坚的合力，外在的推力定能

化成贫困地区‘宁愿苦干、不愿苦

熬’的内在动力，最终实现全面小

康。”谢春涛说。

上图：云南昭通市驻村工作

队队员（左一）深入脱贫攻坚一线

指导农民种植蔬菜。资料图片

脱贫攻坚，如何啃下硬骨头
本报记者 江 琳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村里一

穷二白时，他临危受命，扛起带

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重任；他是

一名村支书，工作近 30 年，与病

魔抗争 25 年，一次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却始终不忘初心，一心

为民；他被誉为“农民铁人”，凭

着“乡亲们不过上好日子死不甘

心”的坚定信念，带领村班子和

全体村民艰苦奋斗，硬是将塞外

古长城脚下一个贫穷落后的小

山村，建成了燕山山脉一颗耀眼

的明珠。

他就是范振喜，河北滦平县

周台子村党委书记。作为党的

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全

国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 范 振 喜 获 得 了 太 多 荣

誉。但最让范振喜引以为豪的，

是他带着村民自力更生，走出了

一条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富 民 ：豁 出
命也要把百姓带
上致富路

30 年前的周台子村是个典

型的贫困村，村民吃不饱、穿不

暖 ，连 外 村 的 姑 娘 都 不 愿 嫁 过

来。“村班子议事也没有固定场

所，只好每个人找块砖头，往树

荫下一坐。”今昔对比，村民们感

慨万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兵复员

归来的范振喜被村民寄予厚望，

大 伙 儿 一 致 推 选 他 担 任 村 支

书。望着那一双双饱含期待的

眼睛，范振喜暗暗立誓：一定不

辜负乡亲们的信任。

上任后，范振喜很快摸清了

“家底”。村里多矿山，却以低价

承包给了少数村民；村里还有一

些“陈年旧账”，却怎么也要不回

来。咋办？收矿点、要陈欠！“六

亲 不 认 ”的 范 振 喜 先 从 亲 二 哥

“开刀”，顶着“吃里扒外”的骂名

愣是收回了矿点，再一次次地向

赖账大户要钱，软硬兼施讨回了

欠款。

有了矿山，村集体收入日渐

壮大了。采到了“第一桶金”，范

振 喜 修 沟 渠 、架 桥 梁 就 有 了 底

气。很快，周台子村的面貌焕然

一新。随后，范振喜确定了“固

农、强工、兴三产”的发展思路。

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先后建起了

草片场、浴盆厂、烧结厂、果品加

工厂，集体经济红红火火。

建铁选厂，收购国营铁矿，

建高效富硒米基地……随着村

里企业的不断优化升级，村民的

收 入 也 水 涨 船 高 。 2006 年 ，范

振喜又率先提出“代经营”理念，

将村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

村集体统一经营。这一前瞻性

的决策奠定了周台子村发展现

代农业的基础。从此，祖祖辈辈

的庄稼人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辛苦劳作，获得了土地代

经营的补偿收入、土地增收的附

加收入、农业产业工人的工资收

入。如今，村民们光每亩地的补

偿就有 1700 元。

安 居 ：历 经
十年让村民搬进
新楼

提升了村民收入，范振喜又

为 周 台 子 的 整 体 规 划 奔 波 忙

碌。考虑到村民分住在“一川两

沟”八个自然村里，最远的离村

部 8 里多地，居住偏僻分散，同

时也为了更高效地利用土地资

源，范振喜和村班子商量后决定

推进村庄城镇化。

从 2002 年起土动工到全部

完成旧村改造，范振喜和村班子

用了整整 10 年时间。为了让百

姓得实惠，村里决定：平均每口

人补助 1.35 万元，每户补助宅基

地款 3 万元，包括鸡窝、天井在

内 的 地 面 附 着 物 均 合 理 作 价 。

“在新盖的楼房里，范书记甚至

为村民准备了洗漱盆。”村班子

成员雒名阁说。

“不打架、不骂人、讲道理”

这是范振喜给拆迁工作队立下

的硬规矩。面对安土重迁的村

民，范振喜带着村班子一次次上

门 做 工 作 ，动 之 以 情 、晓 之 以

理。一次，范振喜照例到村民家

做思想工作。不料，对方下地干

活了，范振喜也随之下地帮忙干

活。“人家说了难听的话，我们听

了都难受，但范书记不理会，他

边干活边讲拆迁的好处。最终，

范书记靠真诚打动了对方，当晚

就签订了拆迁协议。”参与拆迁

的村党委原委员杨国兴说。

搬进新楼房的村民，彻底告

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的日子。“现在，出门就能购物，

想遛弯就上公园，我们真是享福

了。”村民柳景馨笑着说。

无 私 ：他 心
里总装着百姓

在 村 民 眼 里 ，范 振 喜 是 个

没 啥 私 心 的 人 。 多 年 前 ，一 个

外 地 老 板 要 包 村 里 一 个 新 建

的 铁 矿 ：“ 只 要 你 按 村 民 的 标

准 包 给 我 ，以 后 挣 的 钱 咱 俩

分。”范振喜拒绝了；2004 年村

里 收 购 大 铁 矿 时 ，有 人 给 他 出

主 意 ：“ 你 把 大 铁 矿 收 购 在 自

己 名 下 ，几 年 就 是 亿 万 富 翁

呀 ！”范 振 喜 不 动 心 ；2009 年 ，

党 员 村 民 代 表 通 过 决 议 ，把 大

矿 股 份 转 给 他 20% ，作 为 对 他

的 奖 励 ，范 振 喜 再 次 谢 绝 了

…… 不 仅 不 拿 村 里 的 任 何 好

处 ，范 振 喜 每 年 还 主 动 交 纳 汽

油费、电话费、陪餐费，而且从

不 安 排 亲 戚 进 村 集 体 企 业 ，不

让家人进村班子……

做村支书近 30 年，范振喜

心 里 总 装 着 百 姓 。 在“ 反 租 倒

包”中，土地经营上，范振喜坚持

给村民每亩土地 500 斤大米或

等价的钱，以免将来物价上涨后

百姓吃亏；为了“老有所养”，范

振喜修建了老年公寓，安排专人

照顾老人，并给上了年纪的村民

每 月 300—500 元 的 养 老 金 ；为

了给子孙留下绿水青山，范振喜

和村班子投入 8000 万元复绿裸

露的矿山……

这一件件、一桩桩，村民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一次，范

振喜到公寓看望老人，百岁老人

龚殿珍颤颤巍巍地走到他面前，

紧握着范振喜的手，眼泪顺颊而

下。离开前，老人向范振喜深鞠

一躬，表达谢意。旁人见状，感

动不已。

53 岁了，又身患白血病、脑

梗塞、干眼症等疾病 20 多年，每

天吃 16 种药，可他从没想过歇

一歇。“既然大家选择了我，咱就

不能偷懒，得把活往好里干！”范

振喜这么说，也这么做。

范振喜：

不忘初心好支书
本报记者 孟祥夫

■前沿观察·抓党建促脱贫如何发力①R

眼下，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 4 年多，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如何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确保如期完成

目标？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基层党组织成为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是各级党组织面临的重大考验。眼下，不少地区

把党的力量挺立在脱贫攻坚前沿，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通过选优配强贫困地区领导干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精准选派第一书记等举措，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证。从今天起，我们推出“抓党建促脱贫如何发力”系列报道，关注各级各地如

何吹响冲锋号、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编 者

“交个党费还这么麻烦，直

接从工资里扣不就完了，多省时

省事呀！”朋友单位近日催缴党

费，嫌计算复杂的他一时心生抱

怨。朋友说这话虽有玩笑成分，

却也折射出当下部分党员在交

纳党费时存在的问题。有的党

员没有交党费的意识，没人催就

不主动交；有的觉得交党费是小

事，忘了交也很正常；还有的嫌

党费太高而故意拖着不交……

前一段时间，在山西省省监

管企业党费收缴自查自纠工作

中 ，22 家 国 企 共 补 交 党 费 8000
余万元；而天津则有 66 家国有

企 业 、12 万 余 名 党 员 干 部 在 交

纳党费专项整改工作中共补欠

交少交党费 2.77 亿元，其中少交

党费的党员很多为国企中高层

以上领导，有的欠交党费情况可

以追溯到 2008 年。随后，中央

第十四巡视组向国资委党委反

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指出，“一些

党员党章党规意识淡漠，不严格

执行党内制度，不按规定交纳党

费”。其实，不交、少交党费不仅

仅发生在国企，同样的情况也发

生在事业单位甚至党政机关中。

自觉、按时、足额交纳党费，

是党员应尽的义务。党章明确

指出，所有党员都必须按期交纳

党费，如果党员连续 6 个月不交

党费，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之

所以强调按期交党费，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党费是党员党性的体

现，它承载了党员对党的忠诚、

党 员 的 身 份 意 识 及 其 使 命 担

当。能自觉按时上交党费，表明

党 员 能 时 刻 意 识 到“ 我 是 谁 ”。

反之，如果一名党员长期不交党

费，就会渐渐丢掉党员本色，至

于有的一步步滑向违法犯罪的

深渊，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 党 组 织 来 说 ，党 费 是 党

的 事 业 发 展 、党 组 织 开 展 活 动

必不可少的经费来源之一。在

建 党 初 期 和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党

费 是 党 发 展 壮 大 的 经 济 保 障 。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之 一 ，李 大 钊 曾 把 大 部 分 薪 金

用于上交党费和传播马克思主

义学说的活动开销。而不少革

命先烈在弥留之际也不忘把身

上仅有的钱交作党费……可以

说 ，党 的 发 展 壮 大 和 革 命 的 成

功都离不开广大党员上交的党

费 支 持 。 和 平 年 代 ，党 费 同 样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今 年 七 一

前，中组部就向 680 个国家贫困

县 划 拨 中 管 党 费 1.16 亿 元 ，助

力 百 姓 脱 贫 致 富 。 此 外 ，党 费

还 用 于 抢 险 救 灾 、慰 问 贫 病 党

员等方面。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党组

织来说，交党费都有着极为重要

的意义。在上交党费上，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后人立下了

光辉典范。周恩来从不让别人

代交党费，他说，军政大事重要，

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

的义务。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交

纳了三次“特殊党费”，最多一次

交 了 7000 元 ，总 共 交 了 14000
元。邓颖超去世前嘱托身边人，

要将她的所有积蓄 11146.95 元，

其中包括购买的 550 元国库券，

全部用来交党费。

从朱德的两万元存单“不留

子女交党组织”；到开国少将李

中权生前上交 20 万元党费，“我

就像一棵小草，永远难报党的恩

情”；再到不久前安徽祁门百岁

老人胡秋彦交纳 2 万元特殊党

费 ，“ 祖 国 为 亲 ，‘ 养 ’了 我 99

年。党也培养我 60 多年，我应

交特殊党费”……他们虽身处不

同年代，经历各异，却都把交党

费 看 得 很 重 ，怀 着 一 颗 赤 子 之

心，不忘党恩，永葆对党的炽诚。

一粒沙里见世界。党费虽

少，却大有文章。交不交党费像

一面镜子，映照着共产党员对党

情 怀 的 高 低 和 坚 守 信 仰 的 深

浅。眼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正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展，如何

争做合格党员？不妨从自觉、按

时、足额交纳党费做起。

交党费 非小事
光 晔

■先锋足印R

范振喜（右二）和村里老人们在一起谈天。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