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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一 走 ， 看 一 看 ， 听 听
课，发发言。放在过去，一般
的干部培训更多是在理论教育
内容上下功夫——毕竟，对于
平时工作就比较繁忙的干部来
说，参加集中教育培训，已经
是很不容易了。

这一次，宁波在这样的教
育培训之外又加入“附加题”，
采取“分组联镇村、一线赛实
绩”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党校
学习的维度和深度。干部的教
育培训，不仅仅局限于理论领
域的新知识，还有更多实操层
面的内容，让实践出真知，让
实践长真才。

“ 应 该 说 这 是 一 种 有 益 探
索。不仅可以拓宽视野、增长
才干，增进彼此了解，也可以
工学结合，拉近年轻干部和基
层、群众的距离，沉下去实实在
在帮群众做事情。”2021 年第三
期年轻干部培训班第一组组长叶
显能说。

他们组联系的是镇海区招
宝山街道的张鑑碶社区。这里
地处城郊，很长一段时间里基
层管理是个老大难。城市品质
提升，不是光靠口号喊喊。根
据实地调研，这一组成员结合
社 区 正 在 进 行 的 闲 置 空 间 整
改，准备打造一个千把平方米
的基层社会治理空间，里面集
纳了睦邻活动、说事议事、民
生 服 务 等 各 种 活 动 资 源 和 空
间，帮助居民自我治理、自我
服务。

“一直在机关工作，平时没
有 多 少 机 会 真 正 下 基 层 解 民
忧 。‘ 分 组 联 镇 村 、 一 线 赛 实
绩’这种模式真的很好，感觉
真 真 切 切 锻 炼 了 群 众 工 作 能
力，虽然只是做了微不足道的
一两件事情，但村民们都记在
心里，让我们也觉得特别有奉

献感和满足感。”第二期年轻干部
培训班第三组学员刘德表示。他
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年 9 月
台风“烟花”期间，全组学员自
发捐款捐物，从被单帐篷到油米
面，开着满满一货车的救灾物资
送到联系结对点——象山县涂茨
镇粮仓村，给当地的干部群众留
下深刻印象。

“一年下来，村里也跟联系结
对的年轻干部结下了交情。这些
姑娘小伙，每一个我都能叫出名
字 来 。”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张 才 云 表
示。

市 委 组 织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本轮县乡集中换届系统重塑
要求高、干部交流面广、新进领
导班子人员数量众多，尤其一大
批年轻干部走上新岗位，面临新
使命新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加强
专业性针对性系统性培训，进一
步提升新提任干部尤其是年轻干
部率先发展的政治能力、紧跟时
代的数字能力、勇闯蓝海的变革
能力、精通精湛的专业能力、见
微知著的风险把控能力和一线破
难的群众工作能力，确保干部能
力素质始终紧跟时代步伐、适应
发展需要。

对此，宁波着眼谋深做实换
届“后半篇文章”，拟专题实施年
轻干部“赋能成长”能力素质提
升计划。以市委党校主体班次学
员特别是换届后新提任镇乡 （街
道） 副职、市直单位处级年轻干
部等为重点，办好中青年干部培
训 班 ， 倡 导 领 导 干 部 带 头 讲 课 ，
用好用活“身边的干教师资”，为
新 提 任 市 管 干 部 、 优 秀 年 轻 干
部、选调生和新任职公务员等重
点对象辅导授课，推动年轻干部
强 化 大 局 意 识 、 掌 握 攻 坚 办 法 、
提升履职本领。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厚积
薄发，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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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2020年秋季学期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
强调，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
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
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
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
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

对照总书记的要求，如何
锻炼提升年轻干部“七种能
力”，为宁波建设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提供有力支撑？近年
来，宁波在党校主体班次培训
基础上更加突出实战实践导
向，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分类
分层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取
得了积极成效。

今天，让我们走近年轻干
部“分组联镇村、一线赛实绩”
的实践培训新模式，看看通过
一年左右的基层实践，这些年
轻干部有哪些体会和收获。

“我们发挥小组成员来自部门
和高校的优势，先后委托浙大宁波
理工学院、宁波大学规划设计研究
院对军民塘区域开展精准设计，明
确提出了‘一片一环三组团’（休闲
运动中心片、环军民塘休闲风情带、
三村组团）的空间布局、‘1+12+10’

（1 个网红酒店、12 个休闲运动基
地、军湖十景）的项目分布及中远期
的发展计划。”

“村子发展必须结合实际特色，
挖掘自身潜力。我们做了反复调研，
也跟村‘两委’进行了充分沟通，制
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帮奉化区江
口街道王溆浦村把‘红帮’文化馆建
好用好，打造‘红帮文化村’的相应
品牌。”

“短视频和直播电商让不少区
域 的 农 村 电 商 顺 利 实 现‘ 从 零 到
一’，我们结合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去
年联合多部门成立的宁波市乡村振
兴直播实践基地平台，通过‘5G﹢
直播﹢电商助农’模式，开展直播电
商实践，助力秦山村特色农产品的
销售，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汶溪村经
济发展。”

“我们以大学生农业众创园为
抓手，帮助村里积极引人才、引资
金、引项目，去年，农创园实现产值
1.2 亿元，同比增长 32%，带动片区
所在的四塘南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038 万元，同比增收 12%，农民人均

年收入 3.8 万元、同比增长 10%。”
⋯⋯
今年 3 月，一场特别的分享交

流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去年
年轻干部培训班的 6 位年轻干部代
表 依 次 上 台 ，各 自 通 过 5 分 钟 的
PPT，展示过去一年间“分组联镇
村、一线赛实绩”的成果。

这是关于一道“附加题”的年度
汇报。一年前，市委党校 2021年第一
期年轻干部培训班开班，64 名副处
级年轻干部领到了一项新任务——
以组为单位联系结对 6 个农村（社
区），按“调研摸底、结对帮扶、成效
检验”步骤，全员下沉一线开展实地
调研、确定帮扶重点、解决实际问题
等。

据统计，2021年宁波共举办3期
年轻干部培训班，培训年轻干部 160
人，首次实施“分组联镇村、一线赛实
绩”活动，组织学员分组下沉 3 个镇
乡（街道）和12个村（社区），累计开展
一线调研和结对帮扶 100余次，推动
解决基层问题139个。

“说实话，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
‘特别’的培训。”“85 后”干部谢堃
是 2021 年第一期年轻干部培训班
第三组组长。在他看来，每个小组基
本由 10 余个 30 岁左右的年轻干部
组成，大家来自不同的市县级机关、
乡镇和国企、高校，阅历经历、特长
专业、知识结构各有不同。

确定组内学员分工、确定对口联
系的基层点、制定对口联系村的帮扶
实施方案⋯⋯每一个环节的确定，看
似简单，实际背后都有着反反复复的
斟酌，大家将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充分
交流、沟通、碰撞。

比如，为了确定最终的帮扶基层
点，小组学员们经过实地调研，拿出四
五个备选方案、逐一现场查看，随后经
过民主投票，才最终确定了奉化区蒋
家池头村——整个过程，就仿佛一次
小型的“决策”实践，如何在集思广益
的过程中凝聚共识、形成最佳方案？细
节里藏着实操的影子。

打破条块束缚，让不同部门背景
的年轻干部充分交流、沟通、碰撞。在
结对村社的一个个具体问题面前，原
本抽象的理论问题一下子变成了现实
的实践，需要团队去破题、去思考、去
执行。

“其实，在和大家的讨论交流中，
我从其他学员身上学到了很多，特别
是拓宽了自己对文化兴村的理解。如
今，村民的幸福指数早已不仅仅停留
在物质层面，还有更多精神层面的新
诉求。”对于这一点，谢堃深有感触。

去年 7 月，在第三组学员的牵线
搭桥下，蒋家池头村和宁波市小百花
越剧团签订了合作协议，后者陆续组
织专业的文化志愿者，在重要节点送
上丰富多彩的节目，让村民足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文化大餐”。

一次特别的碰撞 打破条块，集思广益擦出新火花

如果说一开始的“特别”体
验，来自不同背景干部之间擦出的
火花；渐渐地，这群“组团出道”
的学员在实践帮扶的过程中，遇到
了解题路上的“拦路虎”：既然不
能 让 基 层 觉 得 是 来 “ 添 乱 ”“ 应
付”的，那么怎样做才能真正让帮
扶点群众有获得感？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其中的落差，可能源于对基层
了解不够深入，对服务对象诉求把
握不够精准，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
调研工作不够深入，难以真正了解
问题的症结点。

对于 2021 年第一期年轻干部
培训班第六组学员来说，确定基层
帮扶点的过程，并没有经历太多曲
折，甚至可以说大家很快就形成了
共识。

在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划船

社区名声在外。学员们本以为，一
个拥有众多“金字招牌”的先进单
位，正在进行未来社区改造建设，
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积极作为；再加
上小组成员里还有来自该街道的干
部，理应联系对接起来能够顺水推
舟、势如破竹。

不过，学员们很快发现，在一
年时间里，作为来自市直机关、国
有企业、科研院所等处的“外来和
尚”年轻干部，似乎在未来社区整
体改造过程中难以很好地融入其
中，整个项目在拆迁推进过程中也
存在较大的阻力。

明明是一个能够改善整体环境
的大好事，为什么在执行过程中还
是会遇到不同的声音？带着这样的
问题，学员们开始认真走访这里的
居民，包括墙门组长、党员骨干，
在他们的故事分享中，学员们体会

到了这片墙门里那些老住户们不忍
割舍的看不见的东西。

“渔悦楼”里住的大多是社区
早 年 以 打 鱼 为 生 的 渔 民 ；“ 利 群
楼”里退休的党员干部觉悟高，乐
于 助 人 、 关 爱 弱 势 群 体 ；“ 同 心
楼”里的居民除夕每户烹饪一道
菜，年年同吃年夜饭⋯⋯这里的一
草一木，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成长、
生活的变迁。

“我们最后决定制作一本名为
‘划船的记忆’的画册，里面搜集
了几百张老照片，包括建筑风格、
街区情况、整体区位、人文故事等
等，把关于划船社区前世今生的资
料都放在这里，作为档案资料交给
社区保存，方便整体回迁后留下一
段历史的记忆。”第六组驻点联系
人袁明博说。

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

居民提供的老照片。那是个台风天，
由于地势低，楼底下是齐膝的积水，
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只能双手拎着菜，
蹚水来回。“老小区的硬件条件不尽
如人意，但老人们对这里还是充满了
感情。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把积
水的问题根治，让大家的居住环境有
质的提升。”袁明博说。

就在上个月底，划船社区未来
社区项目发布了征收公告。第六小
组随即第一时间成立了 11 个人组成
的 青 年 干 部 突 击 组 ， 并 且 公 示 上
墙，计划在接下来的联系对接和拆
迁推进过程中，做更多力所能及的
事情。

“过去，我们比较习惯按照固定
模式去思考制定方案。但是在直面问
题时，我们需要以更加贴近老百姓的
视角去思考判断，了解相关利益群体
的诉求，看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在
意什么，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后
的工作中更好地做到科学决策。”袁
明博说。

一次特别的研学 直面一线，找到问题解决症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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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班学员夜访宁海县桑洲镇，与当地干部商量帮扶对策
在年轻干部班学员牵线搭桥下，小百花越剧团赴奉化区西坞街道蒋家池

头村“送戏下乡”

台风“烟花”期间，2021年二班学员自发赴象山县涂茨镇钱仓村捐赠米面油等物资

2021年一班学员下沉帮扶奉化区西坞街道蒋家池头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