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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建议
提出建议后做好跟踪落实
建议增设副队长

作为新生事物，“潮州队长有话说”

“书记讲堂”两大平台不可避免存在进一

步完善的空间。对此，队长们有一些好

建议。

驻潮安区文祠镇工作队队长邓广志

说，“潮州队长有话说”是一个创新之举，

队长的经验分享很有参考价值。如果以

后能让当地的镇委书记一起参加，互相

点评，一起推动问题解决就更好了。

驻饶平县东山镇工作队队长黄玉强

表示，建议当场提出问题、建议后，能够

督促做好事后跟踪落实。

驻湘桥区桥东街道工作队队长李桂

佳说，感觉“潮州队长有话说”发挥的“比

学赶超”效果慢慢出来了。建议以后鼓

励大家多说心里话，大胆提一些问题，领

导能进一步重视沟通解决。他还建议为

工作队增设一两个副队长，以更好、更方

便地开展工作。

“我们重点通过培育‘潮州队长有话
说’‘书记讲堂’两大平台，力求抓好两支
队伍，一支是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另一
支是乡镇书记。”在日前举行的广东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宣传工作研讨培训班上，潮州市乡村振
兴局常务副局长邢狄波在谈到“深入推
动乡村振兴工作”时如是说。

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的经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但需要干劲，更需
要有创新的制度去推动。今年以来，潮
州在全省开创性地培育“潮州队长有话
说”“书记讲堂”两大平台，推动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乡镇书记两支队伍凝聚合
力、激发灵感，形成了你追我赶、相互促
进的“比学赶超”浓厚氛围，深挖乡村振
兴的潜能。

■新快报记者 曾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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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培育两大平台抓好两支队伍
推动乡村振兴

“潮州队长有话说”“书记讲堂”助力制度创新，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乡镇书记凝聚合力、激发灵感

■湘桥区桥东街道六亩村举办“南粤家政”培训

班，增加村民就业渠道。

■驻饶平县东山镇工作队谋划利用西山

村的古树资源等发展农旅项目。

■驻潮安区文祠镇工作队发动社会力量

为上荣小学捐赠一批影视器材。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潮州开

创的“潮州队长有话说”“书记讲堂”

两大平台，关键在于激发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队、各级书记的动力、活力

和合力。

“潮州队长有话说”是指全市乡村

振兴相关部门单位和45支乡村振兴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队长聚在一起，

通过队长“讲亮点”、部门“说不足”和

双方“你问我答”等形式，形成“三合

力”，深入推动乡村振兴开展。该平

台至今已举办两期，参与各方反响较

好，达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

“书记讲堂”旨在压实“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乡镇书记当好一线施工队

长”责任，搭建镇（街）党（工）委书记抓

乡村振兴工作经验交流平台，拓展工作

思路，形成“比学赶超”浓烈工作氛围，

激活发展的“强引擎”。前不久，第一期

“书记讲堂”在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举

办。

为什么要大力培育两大平台？在

日前举行的广东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宣传工作研讨

培训班上，邢狄波介绍，抓乡村振兴，

关键是抓好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两支队

伍，一支是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另一

支就是乡镇书记。通过与各有关部门

的碰撞，将乡村振兴的各股力量凝聚

起来，形成“头脑风暴”，明白过去干得

怎么样，未来要怎么干。同时通过随

机点将、你问我答、专家点评等环节，

为大家做好疑惑解答，形成思路碰

撞，激发大家的灵感，形成你追我赶、

相互促进的浓厚工作氛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在两大平台中，“潮州队长有话

说”受到全省的关注。队长们有什么

好的经验值得借鉴？新快报记者专访

了三位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来自不同区

县的三个工作队都不约而同地将党建

引领摆在关键位置，注重发挥所在帮

扶单位的力量，形成了党建帮扶的强

大合力。

驻潮安区文祠镇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队（下称“驻潮安区文祠镇工作队”）

队长邓广志告诉新快报记者，省委宣

传部等帮扶单位准备采取“4帮1”的方

式开展全覆盖党建结对共建，具体由

省委宣传部 23 个支部、南方报业传媒

集团69个支部与文祠镇22个行政村、1
个社区党支部结对共建，每年以送党

课、送温暖、送文化、送培训等形式到

文祠镇开展党建共建活动。“每年至少

办一两件实事好事”。

中山市东凤镇组团驻饶平县东山

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下称“驻饶平

县东山镇工作队”）队长黄玉强表示，

工作队在今年 9月实现了组团单位的

10个党组织结对帮扶东山镇10个行政

村的“全覆盖”，在具体帮扶上，强调组

团单位要实施“书记工程”，在产业、就

业、消费、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

域上给予“实实在在”的帮扶。

湘桥区桥东街道辖内有9个村居，

驻湘桥区桥东街道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队（下称“驻湘桥区桥东街道工作队”）

队长李桂佳告诉新快报记者，市直机

关工委等 9个帮扶成员单位党组织在

上个月已分别与黄金塘村等 9个村居

党组织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发挥“党

建+”效应，以办好事、实事等形式促进

乡村振兴工作成效。李桂佳表示，进

行党建结对共建“全覆盖”，目的就是

要调动所有组团帮扶单位的积极性，

压实责任，形成一股帮扶的强大合力。

除了抓住党建引领这个关键要素

之外，新快报记者发现，几个工作队在

各自的帮扶中，也有一些可圈可点、值

得借鉴的乡村振兴工作亮点。

驻湘桥区桥东街道工作队充分发

挥红十字会的作用，为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及突发严重困难户申报

“人道救助金”。李桂佳介绍，人道救

助金最高限额为一次性补贴 2000 元，

目前已分别为家里存在劳动力患间歇

性精神病、患肺结核需要长期吃药的

两户人员派发了人道救助金。同时联

合市红十字会开展“人人学急救，急救

为人人”系列培训，至今已举办 6 场

次。工作队还在六亩村以夜校的模式

开展“南粤家政”小儿推拿保健免费培

训，30名参加培训人员中已有 24人拿

到了专业技能证书，拓展了就业渠

道。此外，还联合市侨联增设“爱心图

书室”，向听障人士赠送助听器。

饶平县东山镇的东明村、湖岭村

曾是省定贫困村，经过上一轮的帮扶，

美丽乡村、红色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

展得很好。黄玉强告诉新快报记者，

东山镇的西山村存在一个古树公园，

有七八十棵老龙眼树和树龄超 400 年

的大榕树。工作队利用西山村入选

“广东省森林乡村”及丰富的古树资

源，巧妙地将三条村串联起来，规划建

设长 2公里观赏路线，努力打造“东明

赏梅文化—西山休闲文化—湖岭红色

文化”镇域文旅产业链，通过东明赏梅

节、竹编产品展示、红色讲台等活动，

以期实现“东山再起”。

驻潮安区文祠镇工作队在打造数

字农村方面着力不小，一方面积极推广

应用农行开发的“数字乡村”微信小程

序，用于村务建设及企业或个人支付、

缴费、在线订单等结算需求，“开设手机

银行后，茶农做生意比以前方便多了，

大家对贷款助农服务也更积极起来。”

队长邓广志说，工作队还协调中国联通

潮州市分公司，为镇内6个行政村解决

了之前没有联通信号覆盖的问题，为凤

凰文祠茶旅走廊建设、推进乡村旅游及

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度创新

亮点分享

培育两大平台，形成“比学赶超”工作氛围

组团单位党建帮扶全覆盖，强调办好事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