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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广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纪实
武建周 杜陈陈 郑淑婷

章广镇位于滁州市南谯区西部，是四县交汇处著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红色
旅游教育基地。镇域面积209.5平方千米，常住人口20000余人，江淮分水岭东西
从境内蜿蜒而过。这里春天山峦起伏、碧波万顷；夏天苍翠叠嶂、清风徐来；秋天稻
浪滚滚、金色满地；冬天天伦融融、万民乐业。

近年来，章广镇认真落实市委、区委部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聚焦产业发展，推动党建引领党史学
习教育，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联动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有效转化为为民服务、干事创业的成效，
谱写美丽章广乡村振兴新篇章。

党建引领筑堡垒 人才队伍“强”起来

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农村是乡村振兴的“主

战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领头雁”。章广镇

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和服务功能，激

发队伍活力，发挥堡垒作用，把其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

容和主要任务。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导向，从严

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从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

创业人员中选齐配强村“两委”班子，开展农村优秀人才

“回引计划”，鼓励更多本地人才参与乡村治理。

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制定实施培训计划，把到农村

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打造一支善谋

发展、善带致富、善待百姓的乡村干部队伍。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千方百计吸引

青年回村、乡贤回归，引凤还巢，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优化组织服务功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服

务群众作为自觉追求，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目标。2017
年以来，村级党组织坚持每年为村民办 3 件以上实事，承

诺事项坚持向群众公开、受群众监督、让群众评价，坚持

诺必践、践必果，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取信于民，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升干群党性修养。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扎实

开展党员干部群众党性教育，以中共苏皖省委、中原局第

一次会议等章广镇域内的革命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

育馆基本建成；通过观看红色电影、讲红色故事等直观的

教育形式，开展“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进校园、进医院

等主题活动；利用清明节等特殊时间节点，组织党员前往

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寻访红色精神；

修复中共苏皖省委旧址等 7 处革命旧址，着力打造以“红

色教育、传承基因”为主题的精品教育路线；组织镇文化

站梳理镇域内红色革命故事，编写《章广红色故事集》，让

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着力激发党员活力。在全区率先实施入党积极分子

“积分制”、党员“红黄榜”制度；认真开展为老党员过“政

治生日”活动；每年“七一”，结合建党周年庆祝活动，表彰

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有效增强党组织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党员冲锋在前担当使命，全镇成

立党员“突击队”14 个，设置“党员责任岗”17 个，参与

卡口值守工作的党员干部 462 名；各级党组织负责人

带头走访辖区群众 4063 户、企业 14 家，解决群众物资

短缺等问题 586 个；1426 名党员主动缴纳支援防疫工

作 党 费 11.22 万 元 。 2021 年 持 续 强 化 疫 情 防 控 ，发 挥

防控网格作用，做到疫情防控不放松，全力筑牢安全

线，全面宣传引导，有序接种新冠疫苗，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健康安全。

党建引领振产业 乡村经济“活”起来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章广镇充分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激励党员干部在招商引资一线担当作

为。面对镇域“人散、地散、资金散”的困局，竭力把各类

资源整合起来，走规模化、产业化融合发展道路，由“独角

戏”向“大合唱”转变。

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以建党 100周年为契机，强化党

建引领，聚焦产业兴旺，大力培育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以项目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大力招商

引资，引进一批新产业、新品种、新技术。近年来，章广镇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率队到发达地区考察调研 30 余

次，学习借鉴先进发展模式，促进全镇产业转型升级。太

平集红色旅游等一批牵动性强的项目相继落地见效；“黄

金梨”等农业企业项目相继签约开工；金丝皇菊等一批特

色产业得到有效推动。

强力助推资源融合。深入推进“村企联建”，坚持

“一村一策”，拓宽发展模式、做大做强支柱产业，扶持农

民创业就业，让农村资源要素活起来，实现集体经济稳

步增收，激发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截至 2020 年底，通

过“村企联建”解决群众就近就业 400 余户，培育新型农

民约 40 户，带动群众发展特色农业 30 余户。扎实开展

“双培双带”，结合“三变”改革试点，盘活农村土地、生

态、文化、旅游等资源。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村集体、合

作社为组织载体引入农业企业、旅游企业，通过吸引投

资、合作开发、租售开发等模式，将闲置资源转化为产生

经济效益的资本。村党组织积极帮助联建的食用菌产

业园等企业做好服务，完善产业园区基础配套设施，确

保企业发展顺畅。依托镇域江淮分水岭资源和特色产

业、红色文化等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推进该镇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党建引领护生态 宜居环境“亮”起来

章广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精心组织部署，开展人居

环境与生态环境同步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如今的章广

镇，蓝天白云下，清澈的溪水穿村而过；村道小路、房前屋

后干干净净……一幅幅高颜值的村容乡貌，为乡村绘就

美丽底色。

人居环境全面提升。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群

众的协作力量，实施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治“三大

革命”，建成集镇建成区、太平集、常山街道、孟洼村 4个美

丽乡村。大力推进“旱改厕”项目，投资 1200 万元，完成 8
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及 1268 户“旱改厕”。清理章广、常

山、太平集 3 个街道及镇村主次干道、办公场所周边及村

庄环境卫生；整治街道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行为；打造

滁章路沿线 50多公里的美丽花海，切实改善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大镇内“散乱污”排查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责令并督促整改到位；成立专业巡逻队伍，

持续打击盗采砂石行为，保护矿山资源；压小压少现有养

殖企业，杜绝引进有污染的养殖企业；认真落实河长制、

林长制、路长制，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保护好全镇优质

生态资源，守护好西部山区的绿水青山。

党建引领促治理 文明乡风“美”起来

现在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兜里有钱，仓里有粮，

乡村振兴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吃饱穿暖、添瓦盖房、

兴修道路。章广镇及时转变发展思路，更加注重提高村

民思想觉悟、培育文明乡风，将乡风文明建设工作融入党

的基层建设工作中。

扎实推进移风易俗。组建村民议事会、老年协会、红

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有效遏制陈规陋习，使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建立健全

道德评议会，在潜移默化中促进淳朴乡风民风的形成。

举办各类特色家庭及身边好人评比活动，坚持以身边人

说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身边人，引导群众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自文明创建开展以来，共评选镇村好人 462 人，星

级文明户、特色家庭等 105人（户）；当选南谯好人 7人，区

级先进个人、“文明家庭”等 8 人（户）；当选市级好人及特

色家庭 4人（户）；当选安徽好人 1人。

积极打造智慧小镇。以创建“平安章广”为主线，深

入开展智慧小镇建设，以“互联网+”思维统领全局，通过

强化治安信息管理等，提升基层治安防控能力，加大打击

各类违法犯罪力度，提高居民安全感与幸福感。运用区

块链、互联网、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森林防火、防

汛抗旱、大气质量监测、老年人生病救护等功能，有效提

升了章广镇乡村治理效能和社会服务能力。

党建引领保民生 幸福指数“升”起来。

章广镇不断发力开展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以党建

为引领，民生实事为重点，打造党建服务品牌，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在党建服务中感受党组织的

浓浓情意。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开展环境整治、卫生改厕、饮水

安全、集镇改造等民生工程建设，大大提升了集镇建成区

和村民集中居住点公共设施服务能力。围绕通畅工程规

划，对农村道路进行扩面延伸；结合农田水利“最后一公

里”项目建设，完成塘坝清淤、除险加固水库、兴修渠道、

建设高标准农田；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乡村记忆馆

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了群众文化生活水平；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通过有偿退出和宅基

地异地置换等方式，高标准建设元松村大塘新型社区。

聚焦解决民困民忧。重点关注困难弱势群体，着力

解决群众日常需求。组织开展好疫情防控、防汛抗灾、文

明创建、关爱老人、关爱留守儿童等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

活动，让更多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受益。

多年来，章广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整

合资源、融合要素、整体推进，全镇上下一张蓝图绘到底，

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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