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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和一站式服务等工作模式，以多样化服务、精细化

服务满足农村群众多元化需求，积极构建农村党群互动

新常态。始终“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

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

关心群众疾苦”。[2]

（三）注重加强党员干部的培养、发展、纳新工作

巩 固 和 拓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成 果 ， 持 续 开 展 “ 万 名

党员进党校”培训，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

众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大发展农村年轻

党员力度，普遍采取指导性计划单列、县级党委组织部

门定期调度、乡镇建立青年人才党支部等方式，重点发

展青年农民入党；建立村校共培机制，加大对党员后备

力量的培养。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一）不拘一格“聚”才

一方面要制定符合乡村振兴发展的人才引进管理办

法，有效汇聚优秀人才向乡村地区集聚，以人才力量为支

撑，带动乡村产业与经济同步发展。同时，与高校建立

“三支一扶”合作计划，引导高校毕业生进入乡村支教、

支农、支医等，既为乡村填补了人才空缺，又为大学生就

业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出台优惠政

策，为人才引进构建平台，引导外出务工农民回归乡村，

推动乡村特色农业、乡村文化产业、乡村旅游观光等新型

产业的发展。

（二）不拘一格“用”才

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人才作为基本支柱，更要充分发

挥出人才的作用与价值。因此，还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人

才评价机制，以良性评价促进人才竞争，激励人才自主发

展，提高人才创造动力，满足乡村振兴需求。以乡村发展

要素为基础，一方面完善人才评价方案、奖励机制，为优

秀人才提供优质技术、知识与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积极组

织开展培训、研访活动，为乡村人才提供“充电”服务，

让新型村民、乡村工人的知识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协同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

（三）完善保障“留”才

要整合落实各类涉农政策，为乡村人才提供方便、快

捷、优惠的金融服务和其他政策支持，有效降低创业者创

业投资门槛及成本，为“留才”提供制度保障；要健全完

善激励保障机制，创新搭建乡村人才组织平台，实施各类

人才支撑支持计划，切实解决乡村人才实际困难，提供必

要物质保障、精神支持，强化岗位晋升、工资福利、物质

补偿等激励保障措施，探索推行职业农民评职称制度，支

持农技人才等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酬，为扎根乡村的

人才打造发展路径；要不断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补齐

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短板，缩小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差距，为投身乡村振兴的人才提供宜居舒适的工作

生活环境，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才全

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去。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一）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各级党委要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完

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机制，提升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行

为自觉；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管理机制，促进农村

垃圾集约化回收、资源化利用；实现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运营管护全覆盖；建立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机制，明

确公用设施的管护主体和责任，培育市场化的专业管护队

伍，建立长效管护制度。

（二）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文明乡风

积极引导村民对农村卫生环境有序整治，逐步改变污

水肆意排放、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共同营造良好的农村

人居环境。在广大农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提倡真善

美的生活理念，抵制假恶丑的行为活动，养成健康向上的

生活方式；在广大农村充分调动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加

强和活跃农民乡村振兴的参与精神，弘扬新风貌，展现

新形象；加强法治教育，引导广大农民遵纪守法，树立

法治观念，履行公民义务，让广大农民和农村家庭用法

治思维和方式解决碰到的矛盾和问题；制定村规民约，

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

禁赌会，将移风易俗的内容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以规

立德，公示上墙，以村规民约作为提升乡风文明的重要抓

手，倡导厚养薄葬、红白事简办，切实减轻群众人情负

担，深化移风易俗。

（三）政策扶持，精准实施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资金问题是制约农村改厕的瓶颈。梧州各级政府各单

位对符合条件却因客观问题无法改厕或建设厕所的农户，

应加强政策性扶持，充分利用好国家农村改厕项目资金，

落实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资金保障，采取政府补助、乡镇

筹资、社会资助、农户自筹等多种渠道落实资金，科学规

划，统筹实施，规范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

“厕所革命”有序推进；加强投入，统筹规划建设村屯后

端处理。随着改厕工作深入开展，农村的文明卫生意识加

强，建设无害化厕所已成为新建屋标配。但农村新旧建筑

并存，无序建设，造成卫生厕所和无害化厕所并存，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