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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每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3名以上，新发展的党员中

35岁以下的青年、大专以上学历达到1/3的目标，为乡村

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同时，把大学生村官、基层一线工

作人员、镇（街道）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全部安排到村任

职，壮大后备力量，并借助“113”乡村振兴人才工程、

“165”村级后备力量培养计划政策，注重把大学生村官、

在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大学生、退伍军人作为村级后备

力量的重要来源，吸引优秀群体加入后备力量队伍，从

长远上着力解决村干部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的问题。

3、整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

结合全县正在开展的清理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合同，

强 化 农 村 “ 三 资 ” 管 理 专 项 行 动 ， 坚 决 整 治 无 偿 、 拖

欠 或 低 价 占 用 ， 违 规 出 租 、 出 让 、 发 包 集 体 资 产 资 源

等问题，目前全县共清收问题合同17767份，涉及金额

6048.43万元。

一是整治资产管理权限。镇级要发挥经管站审查审

核把关作用，村党组织要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移交集体

资产管理权，村党组织书记要通过法定程序兼任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

成员要按照村干部任职资格条件进行审查，坚决把问题

人员清理出去。

二是整治固定资产。建议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联

合县发改局、县司法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审计局、县

林业局、县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对集体经

济合同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及执行情况进行联社审

核，做好村级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的清理、登记、培

训和管理等综合指导和业务推进等，对于未入账的固定

资产要记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账务系统，建立固定资产

台账。对于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由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入账并管理。

三是整治规范各类合同。按照县农业农村局印发的

17类农村集体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对于农村土地经营权

出租、入股，农村集体房屋租赁，农村集体项目委托服

务，温室大棚租赁等内容，有违规发包或未按时交纳承

包费的，按照规范要求立即补充完善合同或重新依规依

法签订，做好登记并按时收取承包费。

4、强化乡村振兴资金保障

根 据 县 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情 况 ， 出 台 “ 一 肩 挑 ” 干

部和其他村干部有关待遇政策，及时提高村干部待遇补

贴保障标准，加大补贴力度，充分调动村干部工作积极

性。全面提高村党建经费和村级运转经费，并随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适时调整，让村干部有干劲、有底气为

群众办事。特别是对确定的软弱涣散村加大党建专项经

费投入力度，及时提高经费标准。要进一步落细落实抓

党建促集体经济发展、促乡村振兴各项措施，建议县财

政局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对领导班子好、

党员队伍好、建设业绩好、农村群众反映好的村优先纳

入支持范围，加大支持力度，加强资金监管，分步分类

稳步有序推进全县村集体经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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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县双泉镇开展入职培训廉政教育，增强新任村干部“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