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推进基
层党建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互融共促，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蓄势赋能。

探索推行党建引领扁平化社会治理模
式。将创新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与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相结合，把391个行政村划为
一级网格，把1419个网格党支部或村民小
组划为二级网格，把每50户左右划为三级
网格，明确“网格长”“网格员”，使党的领导
充分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最末梢，进一
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努力实现“小事
不出网、大事不出村”。经验做法被人民网
评为全国第六届基层创新典型案例，卞家
庄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大力实施村级党组织书记“五个一批”
工程。通过挖掘本土人才、回引在外能人、
下派机关干部、优秀书记跨村任职和公开
考选，推动一大批优秀人才走上“领头雁”

岗位。创新开办“农民夜校”，选派352名
村干部到济宁农干院接受大专学历教育，
选派121名村党支部书记到先进地区跟
岗锻炼，培育了一批引领乡村振兴的“主
力军”。

创新建立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明
确3个类别58项小微清单事项，建立“四
议两公开”“三资”监管等图谱，哪个环节需
要“做什么、怎么做”都详细标明、确保“事
项有清单、权力有监管”，有效保障了村级
权力公开透明。

因地制宜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坚持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
游”，推广实行“产业园区引领、特色产业融
合、资源开发利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村
企联建融合”等增收办法，全县村集体经济
实现“一年一跨越、年年有提升”，南仲都村
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立足儒家文化和红色文化交汇优势，
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扎实推动德治浸润人心。作为全国
“乡村儒学讲堂”的发起地，持续推进“儒学
讲堂”标准化建设，建成标准化讲堂302
个，开展常态化授课活动7000余场次，受
众36万余人次，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和家
睦邻、崇德尚贤”的儒韵民风。把“仁义礼
智信”等传统美德纳入村规民约，建设文化

“两创”示范点35处，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
群众身边、融入群众心里。

建强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高标

准建成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3个镇
（街道）实践所、403个村（社区）实践站，创新
推出“习语润泉乡”宣讲品牌，让党的创新理
论和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深入开
展“五为”志愿服务，形成了“希望小屋”“微爱
妈妈”“带你看世界”等一大批品牌项目，成
功创建首批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开展文
艺精品提升和群众文艺创演活动，连续举
办13届全民广场舞大赛，累计开展“送戏
进乡村”4000余场次，精心策划举办“赏花
汇”系列文艺演出、“书香泗水·悦读打卡”
等文艺活动200余场次。

坚持文化铸魂
夯实乡村善治思想基础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贯穿乡村振兴的
一条主线，努力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多元转换路
径。加快建设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全县
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达到163个、覆盖
面积80余万亩，2022年全县化肥、农药使
用量较“十三五”末分别降低 6.05%、
7.52%。稳步推进农业循环发展，着力打
造“原料生产—精深加工—终端消费”的健
康食品产业链条，利丰公司以甘薯废弃薯
渣、浆液为原料，研发膳食纤维、蛋白粉等
产品，实现了对甘薯的“吃干榨净”。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累
计完成438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80平方公里，建立“户集、

村收、镇中转、县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体系，成功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被
确定为省级城乡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县。
创新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
制建设“揭榜挂帅”活动，累计创建市级以
上和美乡村示范村82个、“美丽庭院”2.4
万户，东仲都村入选2023年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第四届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现场
活动暨山东省首届和美乡村健康跑活动
在泗水县举办。

大力实施荒山绿化三年行动。以“全
市当标兵、全省争先进、全国树品牌”为目
标，充分发挥林长制引领作用，认真落实

“五个专门”机制，今年4月份，提前完成
全年荒山绿化及绿化提升任务1.05万亩，
林长制工作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表彰。

坚持生态优先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坚持组织赋能
激发乡村振兴红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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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坚定扛牢农业大县责任，推动“五
大振兴”一体谋划、一体建设、一体落实，促进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奋力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走在前、
开新局。2022年9月，龙湾湖片区获批首批山
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今年 5
月，泗水县作为全省4个县市之一，接受全省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现场推进会现场观摩。

通过人才回引、借智借力，推动各类人
才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坚
实的人才保障。

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管
理。在全省率先开展“乡村振兴合伙人”招
募试点，建立“政府支持、平台孵化、市场运
作”机制，精选优质产业项目面向全社会发
布合伙人“招募令”，吸引创业者、企业家、非
遗技艺传承人、专家学者等各类人才入乡、
返乡创业，有效带动了集体、群众双增收。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招募各类合伙人280
名，落地项目136个，投入资金7.1亿元，带
动就业7500余人。今年11月，“乡村合伙人
模式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入选“第四届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

创新实施“泗郎回乡”工程。出台《关于
扶持返乡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深入推进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孵化器、众创空
间等各类平台建设，大力招引泗水籍高校毕
业生、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各类人才返乡创
业，形成了人才回乡创业的“归雁效应”。截
至目前，全县累计引导5026人回乡创业，创
办项目2573个。

不断深化乡村振兴校地合作。注重“借
智”发展，加大与高校、院所等交流合作力度，
入选国家乡村振兴局第一批“百校联百县兴
千村”行动结对名单，建成全省首个实体化运
作的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北京大学在
泗水县设立思想政治实践课教育基地。截至
目前，共吸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
等15所高校160余名师生开展实践活动13
次，设计“虎咬瓜”“一口小苏”等文创产品20
余件，举办公益授课、公益讲座20余次，多次
被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
全面压实县、乡（镇）、村三级党组织书记责
任，全县上下一体推进、同向发力。

建强县级“一线指挥部”。实体化运行
乡村振兴指挥部，建立县级同乡村振兴联系
点制度，定期开展“村村到”调研，靠上解决
实际困难，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制定《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和《“五大振兴”工作方案》，
同时依托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集成改革试
点县优势，出台乡村振兴政策集成改革“1+
16”政策体系，搭建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四
梁八柱”。

用好乡（镇）级“前沿作战部”。建立《党
（工）委党建责任清单》《党（工）委书记党建
责任清单》，明确镇街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具
体内容，将重点任务目标具体化、数据化、节
点化，确保基层明白乡村振兴抓什么、抓到
什么程度。

筑牢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实施村
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全县划分“强基”村16个、“创优”村239个、

“示范”村136个，每年一个主题集中攻坚，
深化联建帮扶，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滚动整
建、整体提升。

坚持党建引领
构建县乡村一体推进机制

立足农产品质优量大、自然环境优美的
资源禀赋，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更多更好惠及农村、惠及农民。

做大做强甘薯“一县一业”。依托“中国
优质甘薯原产地”优势，坚持以链式思维发
展甘薯产业，由县级分管同志挂帅甘薯产业

“链长”，连续五年举办“中国（泗水）甘薯产
业发展大会”，与全国14个甘薯产业特色县
开展合作共建，形成了集“种苗繁育、绿色种
植、保鲜储存、精深加工、品牌营销、文化休
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县甘薯
加工企业达到31家，年综合加工能力60万
吨，带动就业8.6万人。泗水现代农业（甘
薯）产业园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
单并顺利通过中期评估，“泗水地瓜”入选
2023年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中国
农业大学发布的品牌价值及影响力研究报
告显示，“泗水地瓜”品牌价值达到43亿元。

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按照“规
划引领、点上突破、整体提升”工作思路，打破

村庄行政界限，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路
径，强化集成性政策供给，推动村庄间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初步形成了南部龙湾湖乡村振
兴示范区，北部形成辖10个镇街，辐射260
个村22万人，总面积410平方公里的泗河乡
村振兴示范带“一区一带”发展格局，其中龙
湾湖片区获批首批山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省级示范区。制定出台《泗水县乡村振兴“百
区千村”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利用3年
时间，建成市级示范片区36个，辐射308个
行政村，今年重点打造13个市级示范区。

深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多渠道盘
活农村闲置宅院、空闲宅基地、低效利用土
地，孵化农旅、研学、文创等新产业、新业态，
成功承办2023年全省首个“新青年”音乐
节，策划推出泗水“赏花汇”等特色节事活
动，建成全省首批“旅游民宿集聚区”。创新
举办首届泗水地瓜节暨薯乐嘉年华，今年国
庆假期吸引游客32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
收入6000余万元。

坚持产业为要
探索乡村多元发展路径

坚持人才驱动
锻造乡村振兴攻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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