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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统领基层组织赋新能

提档升级“主阵地”。投入200余万元完

成新桥、磨滩、东风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

提档升级迎凤、红岩、东湖、跃进等便民服务中

心建设；投入100余万元打造600㎡的党建文

化广场，打造乡村振兴党建综合示范点1个，创

建星级示范村7个。建强队伍“主力军”。大力

选用年轻干部，镇级67%的中层岗位由35岁

以下的年轻干部担任，13个村（社区）“两委”班

子成员平均年龄42岁，35岁以下占28%，大专

以上学历占85%，全部实现书记、主任“一肩

挑”，干部素质明显提升。培养后备“接班

人”。组织机关党员干部50余人驻村帮扶，选

派2名选调生到村任职；采取“新农人+党员+

村干部”的递进培养机制，创建长柏村电子商

务服务站，引进大学生7人，培育农村致富能手

党员13名，选拔为村干部5人。

普顺镇党委书记普顺镇党委书记 邹仁国邹仁国

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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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顺镇普顺镇

记者记者 杨栋杨栋 收集整理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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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普顺镇将锚定“一五五”发展战略，即围绕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高地、宜居宜业宜游幸福普顺”

这一奋斗目标，依托“一镇三区一地”五大发展平台，抓实“党的建设、产业发展、城乡建设（乡村振兴）、安全稳定、

民生保障”五大重点工作，为建设生态美、经济强、百姓富现代化新垫江贡献普顺力量。

谋划产业发展新局。精准

把握全县“三大功能区”发展定

位，谋划了普顺“两点三线”产

业发展布局。以迎风湖、金华

山为依托，做强休闲、避暑文

章，发展乡村旅游线路。以龙

溪河产业大道沿线为中心，发

展水稻制种、油菜制种、柑橘、

油桐等特色产业。以垫普路龙

溪河沿线为中心，大力发展时

鲜蔬菜、优质水稻、油菜制种

等。以普晓路沿线为中心，重

点发展长柏绿色土鸡蛋产业。

做大做强农业规模。推广优质水

稻种植 2 万余亩、水稻制种

5000 亩、油菜种植 9000 余亩，

发展特色效益农业示范基地

3000余亩；培育种养殖大户36

户，全年出栏生猪3万头，出产

家禽 11 万羽，各类主要“菜篮

子”产品产量稳居全县前列，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60%以

上。持续提升特色产业。聚力

“一村一品”建设，打造东风村

高山生态大米，长柏村土鸡蛋，

渡口村花椒等特色产业链；建

成迎凤柑橘采摘休闲旅游观光

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创建“普顺字号”农产品品牌5

个，全面提升普顺农业品牌竞

争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新培育

规范化运营专业合作社5个、家

庭农场2个。多渠道多举措发

展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收入

10万元以上村占比 38.46%，5

万元以上村占69.23%。

党建统领产业发展谋新局

着力成风化俗。规范完善

村（居）民公约，充分发挥红白

理事会作用，开展“无事酒”专

项整治，引导移风易俗；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为突破，扎实开

展志愿服务“六进”活动，村村

建立积分银行、开设家庭积分

账户，让美德善行“价值”可量

化，文明自觉可持续。丰富文

化载体。充分挖掘普顺红色文

化、金华传奇文化、龙溪农耕

文化打造普顺精气神。依托

农家书屋，开展经典诵读、电

影放映、文艺汇演等，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打造“新时代文

明实践广播讲习站”文化活动

品牌，开展“百人千场万家”形

势报告宣讲20场次，受教育群

众达 5000 余人。 创新基层治

理。推进“乡贤善治”，成立“乡

贤理事会”，设立村规民约，全

面参与村级矛盾纠纷化解；评

选“垫江好人”“新乡贤”等各

类先进典型 8 名；推进社会生

态再塑造、服务群众再优化、

基层治理再提升，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基层从干部“管不住”、

群众“坐不住”到点赞“停不

住”。

党建统领乡村治理树新风

普顺镇充分发挥党建统领作用

，着力将党建统领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

，为乡村振兴赋能

﹃
新

引擎

﹄ ，
脱贫攻坚成效持续巩固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

“两不愁”得以提升。激励

有劳动能力脱贫户外出务工或

者参与公益性岗位345人，开展

消费扶贫280万元，鼓励211户

脱贫户申请小额信贷 610.6 万

元发展特色产业，无一例信贷

逾期情况，申报 243 户到户产

业扶持奖补 12.8 万元积极发

展产业。2022 年脱贫对象、监

测对象人均纯收入增长1833.3

元，增幅 13.14%，全镇 245 户

贫困户全部脱贫，无一人出现

返贫现象，脱贫攻坚成效巩固

考 核 连 续 三 年 获 得“ 好 ”等

次。“三保障”得以巩固。开展多

轮防返贫监测帮扶排查，对 7

名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在家学

生落实了送教上门，通过“线

上+线下”模式，完成 17 名学

生“雨露计划”申报工作。对

15 名自付一万以上大额医疗

人员进行了风险研判。发放

抗旱救灾抽水机 6 台，救灾补

助金 9 万元，改造危房 4 户 ，

饮水和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乡村建设”聚合力。迎风湖、金

华山休闲游初见成效，普顺

到大顺庭院整治靓丽乡村，

龙溪河河堤生态整治正在进

行，乡村环境大为改观；安装太

阳能路灯 800 余盏，户厕改造

775 户，农村公路建设 50 余公

里，农村基础设施大为提升；美

丽庭院创建100余户，推广运用

乡村治理积分制6个村，13个

村（社区）制定了权力、自治、协

助等6项清单，凤林村被确定为

“重庆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市

级示范村”，长柏村、迎凤村、

东风村荣获“重庆市美丽宜居

乡村”称号，基层治理 成 效 明

显。

党建统领脱贫成效再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