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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成镇牛皮塘村创新设立党员户长制

聚力为民办事 推动基层治理

村民满腹怨言的少
了，建言献策的多了；“指
手画脚”的少了，积极埋
头苦干的多了；上访投诉
的少了，主动来村委办业
务的多了……如今，恩平
市东成镇牛皮塘村的风
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近年来，牛皮塘村
“两委”坚持党建引领，勇
于变革，创新设立党员户
长制，密切团结党员群
众，建成了一批聚民心、
顺民意的项目，赢得了村
民的信任，推动乡风更加
文明。

据了解，牛皮塘村党
支部根据“居住相邻、易
于集中、便于管理”的原
则，结合党员年龄结构、
履职能力等因素，推选政
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
服务意识高的党员作为
目标人选，征得本人同意
后，正式确定为党员户
长。党员户长按照“1+
10+N”的模式开展工作，
即1名党员户长联系10
户群众，每年度为联系户
办理“N件实事”。截至
2024年 4月，该村党员
户长队伍共有 23 名成
员 ，群 众 覆 盖 率 达
100%，已收集群众意见
和建议40余条，办理民
生实事50余项，解决萌
芽状态问题70余个。

多措并举建设村史馆
牛皮塘村是革命老区，20世纪二十

年代成立的牛皮塘农会是广东省第二批
农会之一，很多村民对农会有很深的感
情。这也是牛皮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光
辉。

同时，牛皮塘村是远近闻名的侨
乡。据统计，该村下辖7条自然村，户籍
人口985人，在册海外华侨数量1224
人，为村内户籍人口1.2倍。

曾经，牛皮塘村村民集体意识比较
淡薄，导致发展缓慢。为凝聚人心，重塑
牛皮塘人的“精神图腾”，去年，在牛皮塘
村第一书记于永瑞的提议下，牛皮塘村
委会召集党员户长、乡贤多方讨论，决定
建设一座展现该村红色文化和侨文化的
村史馆，展现老一辈华侨在海外谋生的
历史，进一步增强村民的荣誉感、归属
感、幸福感。

方案确定后，筹集建设资金成为头
等大事。牛皮塘村委会主动担当作为，
多方筹集建设资金，通过申请上级部门
专项资金支持一部分，争取第一书记派
驻单位对接一部分，党员户长入户发动
群众募捐一部分，成功筹得建设资金。
牛皮塘村村史馆于今年1月1日正式建

成并投用。

因地制宜开办青少年学堂
今年年初，牛皮塘村的党员户长在

调研时了解到，村里的大部分孩子放学
后无人辅导，影响学习成绩，村民希望能
建设一座青少年学堂，让孩子可以在晚
饭后一起学习。

牛皮塘村“两委”干部提前做好可行
性研究，党员户长深入适龄儿童家中，了
解家长和孩子的想法。为筹集学堂建设
资金，党员户长积极向爱心企业江门农
商银行寻求支持。村“两委”干部和党员
户长还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最低的成本
建好青少年学堂。

据悉，牛皮塘村的青少年学堂配备
10套传统马鞍式单人座椅，对标一线城
市公办学校，打印机、投影仪等现代化教
学设施一应俱全，配备3名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教师，每周二、三、四的晚上为村
里的孩子们提供作业辅导等服务。同
时，学堂定期举办家长会、家访活动，凝
聚学校、学堂、家庭共同培养孩子的强大
合力。

做好服务拉近党群距离
牛皮塘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该村

“两委”干部始终做到思想“绷紧弦”、责
任“扛在肩”、行动“拉满弓”，给予弱势群
体力所能及的帮助。

70岁的郑阿伯是牛皮塘村民，一
生未婚未育，父母早已双亡，被列入政
府特困供养对象。党员户长了解到他
的情况后，长期对其开展定点式帮扶，
经常到郑阿伯的家中，主动询问他是否
有困难，还多次自费帮他修理电器。遇
到台风、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党员户
长总是开车将他送到村委会避险。郑
阿伯所住房屋房龄超 50 年，年久失
修。目前，牛皮塘村委会和党员户长正
想方设法帮其解决重建房屋面临的资
金难题，争取让他今年住进宽敞明亮的
房子。

党员户长制既拉近了村“两委”干部
与群众的距离，又密切了党群关系，绘就
了一幅和谐、稳定的乡村振兴画卷。

接下来，牛皮塘村将继续坚持党建
引领，进一步丰富党员户长制内涵，完善
党员户长制考评奖惩制度，打通乡村治
理的“神经末梢”，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更加适合村
情民意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推动“百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通讯员 于永瑞

牛皮塘村建成青少年学堂，助力村内学子提高学习成绩。

大田镇发展绿色水经济新业态

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圣堂镇积极落实导师帮带制

让年轻干部在基层得到锻炼成长
今年以来，圣堂镇

党委坚持把实施导师

帮带制作为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积极探索干部“青蓝结

对”工程，优化年轻干

部成长路径，努力搭建

新老接续、充满活力的

干部梯队。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吴健争 谭锦波

明确职责
建立“帮带导师库”

围绕“谁来帮、帮助谁、帮什么”，圣
堂镇党委优先从素质好、能力强、经验丰
富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中选聘帮带导师22名，建
立“帮带导师库”，明确帮带职责。

同时，以近三年新进公务员、选调
生、村（社区）干部、新晋升干部为重点
帮带对象，根据岗位职责，分析帮带对
象的需求、特点、弱项，采取“一带一”
结对的方式，从帮思想、带作风、讲业
务、教方法、传经验、训技能、解难题上
入手，充分发挥好“传、帮、带”作用，切
实帮助帮带对象补齐知识短板、强化
能力弱项。圣堂镇通过举办“拜师仪
式”、签订帮带协议书、颁发帮带聘书、
确定帮带年限、制定帮带计划等，增强

“导师帮带”的仪式感，激励帮带对象
快速成长。截至目前，已结成帮带关

系20对。

精心传授
拓宽“薪火相传路”

“从校园到基层，是一个很大的转
变。刚来的时候，我对很多工作都无
从下手。赵书记成了我的帮带导师
后，带着我走村入户，了解春耕生产情
况、调研歇马村房车项目，还教我怎么
和村民打交道，解决村里的棘手事。
现在，我对村里的事越来越上手了。”
夏钦源是歇马村的选调生，他的导师
——圣堂镇党委委员、歇马村第一书
记赵尉强时常带着他到各自然村了解
村情民意，并结合亲身经历，从思想、
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传授好的经验
做法。夏钦源走遍歇马村，参与组织
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普法宣讲会、志
愿服务活动、“成才”主题研学活动等
40多场次，切实在基层得到锻炼。

“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我的导师经

常带我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走访。每一次
的沟通交流，都让我受益匪浅。”圣堂镇
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关振栓说。他的
导师梁日成是圣堂镇政府二级主任科
员，是一位有着丰富基层经验的“大师
傅”，经常与关振栓一起学习安全生产有
关法律法规，加强业务知识的积累。在
各个重要节日、重大时间节点，师徒二人
总是携手并进，开展好消防错时检查和

“零点”夜查行动，及时整改发现的消防
安全隐患。

年轻干部业务不熟练、基层经验不
足、开展工作思路不多，导师“一对一”

“手把手”教学、“肩并肩”施教，聚焦乡村
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让年轻干部
获得成长。

深化学习
下好“充电蓄能棋”

导师不仅要抓好帮带对象的实践锻
炼，还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教育作为帮带

的重要任务，补足年轻干部的“精神之
钙”。

据悉，圣堂镇坚持“做什么、学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安排中层业务
骨干为年轻干部授课，重点解读《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
把“填鸭式”培训变成“自助式”教学，帮
助年轻干部明确工作方向、理清发展思
路、锤炼过硬作风、练就担当作为“硬脊
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目
前，已累计开展相关授课8节，覆盖100
多人次。

圣堂镇的年轻干部梁洁莹说：“通过
跟前辈们学习，我的业务知识水平得到
提高，为更好开展各项工作打下基础。
同时，我对自己更有信心，可以以更好的
状态做好工作，为群众提供服务。”

靶向发力
织密“长效机制网”

圣堂镇打造“育、管、用”全链式长效
考核机制，对帮带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管
理，建立帮带对象个人成长档案簿，完善

“4+2+1+N”任务清单，实时记录基本信
息、帮带情况、工作业绩、教育培训、实践
锻炼、考察考核、问题不足等内容，动态
掌握帮带对象的成长过程，并将导师帮
带情况纳入年底考核，作为干部选拔、晋
升晋级、评优评先的参考依据，双向激励
导师和年轻干部勇担当、善作为，推动导
师帮带制持续深入落实。近三年，共有
5名导师、2名帮带对象因工作表现优秀
获提拔。

下一步，圣堂镇党委将持续深入巩
固帮带成效，不断探索创新，深入探索
导师帮带制的生动实践，着力打造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朝气蓬勃的高素质专业
化年轻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
色。

梁日成（中）带着关振栓（右二）在现场检查指导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近年来，大田镇锚定“推进大田观景滨水节点景观

带建设，打造绿色水经济新业态”总目标，充分发挥锦

江水库等优质水资源和山水环抱的秀美风光资源优

势，围绕水资源产业、水产种业、水文旅产业和温泉旅

游业精准发力，持续发展绿色水经济新业态，为“百千

万工程”注入源源活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周晓营 谭锦波

大田镇围绕“将江门水都产业
园打造成对口协作标杆园区”的目
标，高标准推进园区基础建设，打造

“花园式”水资源产业基地。该镇成
立招商工作专班，加快建设招商服
务中心，以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强
劲的招商力量、更优质的招商服务，
吸引更多高质量食品饮料项目进
驻，并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目
前，江门水都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整体进度达75%，产业园首个
项目——广东恩州山泉水制造基地
预计6月投产。大田镇正积极跟进
对接健康饮品科创中心建设项目，
配合完善健康饮料研发方案，推动
项目上马动工。

大田镇认真贯彻执行“一库一贷
一中心N转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
点机制，充分依托恩平淼田生态农业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有效盘活闲置土
地资源，谋划建设水产良种繁育示
范基地项目，孵化培育罗氏沼虾、刺
鳅、池婆鱼等鱼苗虾苗，助力打造沿
锦江高端水产品产业示范带，切实
把生态的“含绿量”转化为发展的

“含金量”。
为深入挖掘水经济效益，大田

镇积极探索“碧道+”新模式。一是
主动融入“锦江百里画廊”碧道生态
示范带建设，依托投资额达1.3亿元

的锦江河综合治理项目，配合建设
朗底水大田水产业园段、石山桥至
恩城塘劳段的碧道，打造“朗底生态
水湾”和“大田观景滨水节点景观
带”。二是积极盘活原江北公园段
碧道水利展馆，结合“君子山气象书
院”科普教育资源，主动联合恩平市
水利局、气象局共谋“气象+水利”文
化研学路线，开启“咖啡+阅读+地
标”休闲娱乐模式，探索多元绿色水
经济新业态。

在温泉旅游方面，大田镇立足
“文化旅游特色镇”的发展定位，鼓励
辖区2家温泉企业提档升级，盘活温
泉资源，“泡”出“热经济”。据悉，为
了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山泉湾温泉创
新推出星野露营地、河畔烤吧等特色
项目。锦江温泉投入超2000万元开
展别墅升级改造、景区卫生间及环境
设施优化美化，打造“百千万工程”亮
点项目。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
山泉湾温泉、锦江温泉共接待游客超
70万人次，实现营业额近1亿元。

接下来，大田镇将以深化推进
“百千万工程”为契机，奋力发展绿
色水经济新业态，实现生态价值与
经济价值的协同提升，走出一条生
态美、产业绿、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
路子。

石山桥至恩城塘劳段碧道穿过大田镇，环境优美。

近年来，良西镇锚定“山水风光特色镇”发展定

位，立足做优做强现代农业，围绕实施“百千万工

程”，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档升级温泉旅游项

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做优做强现代农业
良西镇推动全镇9个村（居）投

资成立良西镇福稻农垦有限公司，实
现抱团发展。目前，已开发“福稻大
米”等品牌。同时，引导社会力量成
立穗禾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培育本地
农村生产托管人才队伍，实现农业现
代化、规模化生产。

据悉，良西镇积极发挥良西镇福
稻农垦有限公司的带动作用，着力推
动土地流转，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
件，整合辖区垦造水田和撂荒耕地种
植水稻，稳住农业“基本盘”。同时，
大力推广“稻-稻-薯”轮作模式，鼓
励农民种植马铃薯、金山芋、粉葛等
特色薯类经济作物，积极做好“土特
产”文章。

良西镇还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全
链条升级，着力推进农业产业“接二
连三”发展，让地方特色农产品“链”
出一片新天地。

加快现代化粮食种植与加工中
心建设。良西镇成功申请省级水库
移民资金1800多万元，打造集烘干、
仓储、加工于一体的水稻产业全链条
项目。

积极开发“四薯”下游产品。良
西镇依托恩平市供销社的“四薯”加
工厂，延伸农业产业链，进一步擦亮

“四薯之乡”集体商标。目前，已打
造西米薯粉、葛粉、金山芋粉等系列
产品。预计2024年“四薯”加工厂
年处理量达80吨，年出粉量达1万

公斤。
围绕“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

发力。良西镇大力发展农产品特色
加工业的同时，探索线上直播带货，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做优做强良西

“福稻大米”等品牌，激活电商销售市
场。

发展特色温泉旅游
温泉旅游是良西镇发展第三产

业的“重头戏”。该镇坚持“青山为
屏，绿水为底”，依托“一泉温情”，打
造“花漾良西”。

具体包括，依托良西泉都项目，
推动旅游民宿业发展，擦亮良西康养
文旅品牌；推动佳源帝都温泉升级改
造，全面提升旅游品质；加快推进总
投资1.13亿元的宝德隆·晴林谷文旅
项目建设，开发美丽田园、农耕体验、
户外运动等项目；引入总投资10亿元
的畔山花园项目，打造特色旅游景点。

同时，该镇积极举办各类文体活
动。已成功举办“中国天然氧吧
2023恩平温泉之夜”“中国天然氧吧
恩平土特产展销活动·良西“四薯”美
食节”等活动，拉动消费 100 多万
元。此外，协助举办恩平温泉嘉年华
暨环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天然氧吧穿
越赛、恩平市乡村半程马拉松等赛
事，全力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下一步，良西镇将继续以实施
“百千万工程”为契机，做大做强农业
水稻、“四薯”、文旅等产业，实现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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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西镇锚定发展定位

建设“山水风光特色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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