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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车 跑 得 快 ， 全 靠 车 头
带”。在这场乡村振兴的接力赛
中，宁波已经开始对准农村基层
带头人这个特殊群体，进行有针
对性的探索。

“师傅心系群众、真情服务的
为民情怀，扎根基层、恪尽职守的
责任担当，治村理事、发展致富的
良招妙法，都非常值得我学习。”
在与市首届“金雁奖”获得者、光
明村党委书记郑绍琪结对后，身

为“80 后”的镇海勤勇村党总支
书记吴一峰受益良多。

为了让后备干部尽快进入角
色，我市正全面建立村干部常态
化轮训机制，推广“金雁论坛”
等做法，确保村党组织书记每年
培训学时达标，系统化全方位提
升村党组织书记的履职能力；同
时广泛采取师徒结对等方式，从
思想、作风、业务等方面，手把
手帮带、实打实传经。

如何有效“接班”？
“上下管育爱”一个不能少

站在乡村振兴“风口”上

谁来接过“老支书”的接力棒？

乡村振兴，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更需要强有力的“领头雁”担当有为。

在宁波的广袤农村，谁来接过“老支书”的接力
棒，紧抓机遇赶上乡村振兴的“窗口期”？对此，记者
专门进行了走访调查。

本报记者 黄 合

“做村里的‘当家人’，当真是
不容易。”做了鄞州区下应湾底村
党委书记大半辈子，73 岁的吴祖
楣有时还会心生感慨，斑白的发丝
微微发颤。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对于新时代的
乡村振兴大业来说，亟需一批优秀
的“领头雁”接过前辈的衣钵，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

但是，“青黄不接”仍然是眼
下村党组织面临的现实。

据统计，在去年年初的村社换
届中，我市选出的村党组织班子成
员平均年龄47.3岁，比选前年轻2.4
岁，其中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 49.5
岁，比选前年轻 2.8 岁；大专以上学
历占29.4%，比上届提高3%。

虽说村党组织班子的年龄、学
历正在不断地改善，但村党组织书
记的年纪偏大却是不争的事实。特
别是在偏远、落后的村庄里，年轻
人外出寻找机会，剩下的基本上是
留守老人、儿童，走进村办公大楼
看到的村干部基本是头发花白的老
者。

曾在街道工作多年的一名组
织干事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高
速发展，部分村书记年龄老化、
创新意识不强、管理能力欠缺、

法 纪 意 识 淡 薄 等 问 题 越 来 越 凸
显，“尤其是年龄老化问题，对村
干部思想解放和工作创新有着很
大的负面影响。”

一些老书记、老干部扎根基层
多年、颇具资历，但面对新的历史
条件下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却不愿接受新事物，难以
与时俱进，越发显得缺乏蓬勃向上
的朝气和敢闯敢试的魄力。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集体经
济基础较好的慈溪、余姚等地。去
年换届，余姚特意对留任的村级班
子成员年龄设定了“门槛”：男一
般不超过 57 周岁，女一般不超过
52 周岁，新进村级班子的成员年
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个别工作
出色、群众公认、身体健康、确因
工作需要留任的村党组织书记可适
当放宽年龄限制。

“控制村干部年龄，防止村干
部老龄化，主要也是为了让更多
优秀村干部能够脱颖而出，也防
止一些老资历的村干部长期坐在
位置上。不然，年轻干部上不来
了，干部队伍结构优化也无从谈
起。”余姚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的胡
建权说。

广袤农村，舞台广阔，需要年
轻血液来激发“鲶鱼效应”。

班子老龄化？
村党组织需要“年轻血液”

图 示

制图 金雅男

“第一书记”驻村，了解民情民声。2015年以来，宁海县从县直单位选派优秀党员干部担任村级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开展一年以上全日制服
务。 （宁海县委组织部 供图）

让优秀的“新鲜血液”，愿
意来，留得住，这是一个事关农
村人才引育培养、后备队伍成长
发展的系统工程。

1986 年出生的叶建伟，是
江北区慈城镇东山村的党支部书
记，也是镇里最年轻的村书记。

“我们村现在居住的本地人
基本上是老年人，可以说很多人
是看着我长大的。”别看年纪不
大，叶建伟自 2008 年从部队退
伍回来，差不多已在村里待了
10 年时间，2015 年正式被选为
村支部书记。

“在外人看来，村书记只要
每天管管村务就好了，但其实根
本不是这么简单。”叶建伟说，每
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村庄的卫生
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要做到

“门儿清”。尤其像东山这样的小
村，没有本村产业支撑，外来流
动人口比例又高，无论是发展还
是治理，都存在很大的瓶颈。

“ 上 面 千 条 线 ， 底 下 一 根
针”。在眼下的农村，村党组织
书记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当仁不让
的“中流砥柱”。大到村庄发展
定位、新村建设，小到邻里纠
纷、环境卫生，都需要“领头
雁”亲自过问解决；一些重大项
目落地时遇到“难啃的骨头”，
最终还是需要村党组织书记去带
头攻坚。

和越来越具象的压力相应
的，是不高的薪资待遇和有限的
成长空间。

“ 在 村 里 工 作 的 年 轻 人 很
少，大家都呆不住。”甬江街道
夏家村的大学生村官李江锋表
示，相较于身边的同龄人，大学
生村官的收入有些微薄。由于现
实的窘迫，很多年轻人把大学生
村官当成进入体制内的一个跳
板，流动率特别高；即使是怀抱
着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的信念，
不少人最终还是沉不住气，选择

“出走”。
在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较弱、

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的后进村，后
备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更为明
显。一些有文化、懂经营、会管
理的年轻党员，往往选择外出创
业、个人致富，不愿回来挑发展
与壮大集体经济的担子。

“我当初回村任职时，身边
的家人朋友全反对。他们都劝我
说，管好自家厂子就可以了，何
苦去接这一摊子事……”一名

“70 后”村书记接受采访时表
示，村里工作太繁琐、利益关系
太复杂，“有时候你明明出于公
心，但是老百姓不理解还跟你对
着干，想想真的会掉眼泪。”

据他介绍，自己的工资基本
上用于补贴村里的“开门费”，

“为了村子的各项事务建设发
展，这几年前前后后自掏腰包贴
进去近百万元。”

人才留不住？
基层同样需要“成长空间”

今年 3 月，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两个必须”的指示精
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
署 ， 根 据 “ 六 争 攻 坚 、 三 年 攀
高”决策部署和“党建争强”三
年攻坚行动总要求，市委组织部
下 发 《关 于 开 展 农 村 基 层 党 建

“对标建强、领航振兴”专项行动
的通知》，明确要求优化提升基层
带头人队伍素质。

其中，围绕“能带富、善治
理 ” 的 培 养 重 点 ， 我 市 将 深 化

“领头雁”工程，大力推动能人回
归，做好“第一书记”、农村工作
指导员、大学生村官选派工作，

打造担当干事的农村工作骨干队
伍；推行岗位目标管理、经济责
任审计、规矩指数管理、不合格
村干部退出等制度，以更大的决
心、更有力的举措，助力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实施。

(黄 合)

我市出台文件
优化基层带头人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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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职干部宣誓仪式。 （宁海县委组织部 供图）

与此同时，我市通过“青苗计
划”，健全递进培养、蹲苗历练、
跟踪考评培养链，重点从经商办企
人员、农村实用人才、复员退伍军
人、优秀党员等群体中，挑选政治
素质好、服务意识强、干事闯劲足
的优秀苗子，作为后备干部重点培
养，并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每个村
至少有1名40岁以下主职干部后备
人选。

“我们现在的村班子带头人
中，七八成是‘能人回归’。”奉
化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破除地域、身份、资历等界
限，面向社会不拘一格选人才，
在去年换届中，镇 （街道） 提前
发 动 各 界 239 名 能 人 回 村 参 选 ，
其中 28 人成功当选村书记、22 人
当选村主任、193 人当选支委或村
委，充分发挥其致富门路广、懂
技 术 、 有 知 识 、 脑 筋 灵 活 等 优
势，激励他们干事创业，带领群

众共同富裕。
给平台，加强政治激励；强保

障，落实报酬待遇。目前，我市各
地还在加大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
选拔镇乡 （街道） 领导干部、从优
秀村主职干部中定向考录镇乡 （街
道） 公务员、招聘镇乡 （街道） 事
业编制人员的力度。很多优秀的村
党组织书记受到各类表彰嘉奖，或
进到体制内，或担任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在收入待遇和政治身份等
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 上 下 管 育 爱 ， 一 个 不 能
少。”据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我市正在逐步形成
一整套关于农村带头人培养的长
效机制，一方面加强对村党组织
负责人的管理，做到能上能下；
另 一 方 面 也 加 强 对 其 关 爱 、 培
育，让他们在农村的大舞台上有
施展的空间，为乡村振兴作出自
己的积极贡献。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就是
培养‘接班人’，把这份事业继
续做下去。”吴祖楣说。如今，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吴祖楣名师
工作室”已运作一年，作为我市

农村基层党建领域首个名师工作
室，为村党组织书记学习经验、
提升能力、互动交流提供基地平
台，梯队化培养一批“红色匠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