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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驻村经验 提炼“株洲智慧”
李军

XIANG CUN ZHEN 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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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市、县两级共调整补充驻村干部363人。

目前我市共420支驻村帮扶工作队，其中省派工作队

5支，市派工作队45支，县派工作队370支，驻村干部

1082人、市县两级第一书记（单人）37人。

驻 村 工 作 队 伍 平 均 年 龄 48.58 岁 ，50 岁 以 下 占 比

48.06%；大专以上学历 971人，占比89.74%；具有

农村工作经历的 543人，占比50.18%；参加过脱贫攻坚

驻村帮扶的 504人，占比46.58%，队伍结构更趋优化。

2022年以来，市县两级共开展驻村帮扶集中培训27次。

2022 年 ，市 派 工 作 队 共 争 取 后 盾 单 位 帮 扶 资 金

3304.1万元，为驻点村争资引项1.27亿元。

2022 年，市派工作队的驻点村集体经济年均收入平均

24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69.44%，其中市派驻茶陵

县火田镇卧龙村帮助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09万元，首

次突破100万元。

2022 年，我市 6 村案例（市派工作队驻点村4个、县派

工作队驻点村2个）入选由省委组织、省农业农村厅编印

的《湖南集体经济百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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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翻页，实干留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大农村是“主

战场”，驻村工作队是“生力军”。回眸
2022年株洲的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是
很好的观察窗口。

看市派驻村工作队，去年为驻点村
争资引项 1.27亿元；驻点村集体经济年
均收入平均 24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69.44%；市派驻茶陵卧龙村驻村工作队
助力村集体经济入账109万元……

筑根基，促发展，谋振兴。驻村工作
干部奔走在百姓屋场、田间地头，以辛勤
汗水浇灌出丰硕成果。

固成果：帮扶困难群众、
“铺路”乡村发展

“感谢你们来看我，来帮我。”1月 11日，

炎陵县中医院，潘家村村民潘华胜鼻孔里插

着吸氧管，对前来慰问他的驻村工作队一行

表示着感激，言语间一度哽咽。

市派驻炎陵潘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李桂生说，潘华胜年近七旬，是村上的老

党员。去年夏天，潘老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大

笔医疗费用逐渐让家庭陷入困境。年关将

近，工作队后盾单位和村上给潘老送去慰问

金，并开展相应帮扶。

这只是一个缩影。2022年以来，全市乡

村振兴驻村工作队致力于拓展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筑牢了振

兴的基础。

筑牢基础，离不开“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底

线。去年以来，全市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持

续助力驻点村建立常态化防返贫监测及动

态帮扶机制，对脱贫户、监测户等困难群众

加强帮扶，切实守底线、固成果。

比如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驻村工作队

帮村里进一步健全完善防返贫常态化监测

机制、应急救助机制，对人均收入低于 7000

元(湖南标准 6900元)的家庭，因其处于最低

生活保障边缘，创新性地预设为风险户，根

据预警及时进行帮扶。

另一个重要基础，是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与公共服务，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

“硬件”与“软件”支撑。

去年以来，45支市派驻村工作队发力驻

点村的“硬化”“绿化”“靓化”，提质改造村

道、水利等基础设施，积极改善人居环境，同

时推进“幸福屋场”建设，提高了村民生活的

幸福指数，也为村里后续发展打下了底子。

攸县，新市镇丁家垅村。在驻村工作队

积极协调下，2022年村里引进 5亿元中车储

能项目，成功申报全省“水美湘村”示范村，

争取 582万元资金用于硬化村组道路、建设

水渠和文化墙等项目，美化村庄环境，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再看渌口区龙潭镇龙潭村，去年，驻村

工作队携手村里修缮或提质村路、水渠、村

里老街等基础设施，新增 150盏路灯，开辟新

的水源并安装了新的净化设备等。“我们还

有更长远的目标。”市派驻龙潭村工作队队

长刘晓贞说，完善基础设施旨在为发展生态

旅游“铺路”，村里将进一步打响蓬源仙森林

公园这一旅游品牌。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

2022 年，全市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也在因村制宜，指

导村里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为村集体经济与村民增收创造

渠道，打造乡村振兴的产业引擎。

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市驻村办常务副主任刘华章坦

言，2022年是个充满挑战的年份，提升能力、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防控疫情等，都是驻村干部要攻克的难题，但全市

驻村工作队迎难而上，在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等方面开创

了的新气象、新局面。

产业发展有新突破。在茶陵县虎踞镇西屏村，2022 年

省派驻村工作队建设羊肚菌与蔬菜大棚、新建乡村振兴车

间、建设新品油茶基地等，打造了茶陵县特色农业种植基

地，为村民增加约 60个就业岗位。去年村集体经济收益达

到 40万元，“比 2021年翻了一番还有多。”驻村工作队队长

鄢彬振奋地说。

而在茶陵县火田镇卧龙村，市派驻村工作队聚焦产业

发展，主攻乡村旅游产业，积极协调引进茶厂，盘活了万亩

野山茶，打造了“泰和仙”野生贡品茶品牌。2022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首次突破 100万元，形成乡村振兴“卧龙模式”，入

选“湖南省乡村振兴十大优秀案例”。

乡村治理方面，也展现了新活力。

炎陵县沔渡镇上馆村，省派驻村工作队将教育振兴和

人才培养作为重点，立足后盾单位资源优势，投入近 200万

元兴建上馆方兴幼儿园，解决上馆村及周边四村 2000余户

村民幼儿托育难的问题。在醴陵孙家湾镇孙家湾村，市派驻

村工作队积极投身“幸福屋场”建设，动员群众自发筹资50.2

万元、筹工600多个工日等，建成醴陵市首批两个示范屋场，

开展屋场夜话等活动，为当地乡村振兴铸造文化根魂。

市驻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市派工作队共争

取后盾单位的帮扶资金 3304.1万元，为驻点村争资引项 1.27

亿元。同时，市派工作队的驻点村集体经济年均收入平均

24万元，较 2021年增长 69.44%。

开展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增强乡村的内生动能与

“造血”能力也就显得颇为紧要。

2022年，全市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以党建、人才工作为抓

手，帮助各驻点村建强班子、抓好队伍，同时打造“能人库”“人

才池”，为当地的乡村振兴积蓄发展后劲与活水。

醴陵市左权镇将军村，市派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积极创

建一流基层党组织，推进党员联系群众工作落实落细，增强

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同时，以党建赋能村庄发展，参与

醴陵市首次“党建联盟1+4”主题党日活动，组织联合永兴村、

油田村、清安铺村等村（社区）两委成员、驻村工作队员等共

120人进行研讨，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把好脉、找准方向。

而在茶陵县枣市镇虎形村，市派驻村工作队携手村里

实施“整建提质”专项行动。具体怎么做呢？开展换届“回头

看”，主要看“班子运行顺不顺、工作能力强不强、精神状态

好不好、群众反映怎么样、矛盾问题有没有”，切实建强党

建堡垒，为乡村振兴赋能。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也是驻村工作队始终

关心的振兴关键。2022 年，全市驻村工作队也在想方设法

招引人才、增添乡村振兴的后备力量。

比如上文提到的东富村，去年以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积

极培育后备人才，打造的“人才库”包括后备干部、积极分子、致

富带头人、退伍军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同时，还切实加强引导，

在村里成立乡贤协会、龙虾协会等，吸引大学生、青年返乡就业

创业，以及发动村里能人致富带富，招引人才效果较为显著。

时序轮替，奋斗不息。

刘华章介绍，新的一年，市驻村办将为乡村振兴接续

奋斗，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更多驻村智慧、增添更多

驻村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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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勇突破：兴产业、强集体经济皆有新气象

3 蓄动能：抓党建、聚人才，厚植振兴后劲

新闻链接

▲巩固脱贫成果，逐梦振兴沃野。（资料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谭浩瀚 摄

▼2022 年，驻村工作队大力推动“幸福屋场”建设，图为醴陵

泗汾村金湖湾“幸福屋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市派驻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工作队及其后盾单位一

行，慰问村上困难群众。 受访者 供图

暖心，101 万元惠及
216户困难群众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凌琳
罗绮霞） 春节将至，一笔笔暖心的爱心款，送到了

我市 216户困难群众手中，共计 101万元。这是记者

近日从市社会扶贫联合会获悉的消息，让众多困难

群众受益的，是该联合会开展的“双百帮扶”活动。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在我市农村人口，还有极少

数村民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特殊原因引发刚性

支出较大，增加了返贫风险。针对这一情况，市社会

扶贫联合会以及市社会扶贫基金会，在全市开展了

“双百帮扶”活动，及时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通过五县市区乡村振兴局摸底调查，梳理形

成了因突发事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 216名困难

对象，其中茶陵县 56户、攸县 44户、醴陵 40户、渌

口区 39户、炎陵县 37户。对这些困难群众，“双百

帮扶”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 3000 元到 15000 元

不等帮扶金额，帮扶资金达 101万元。

这些帮扶金额是一笔笔“及时雨”。

茶陵县秩堂镇石龙村的监测户彭建飞家，是受益

农户之一。彭建飞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常年需要住院

治疗，最近才被家人从株洲市三医院接回家中准备过

年。他的女儿小彭在湖南文理学院读书，平常主要靠

亲友接济。小彭说，此前市社会扶贫联合会通过保险

帮扶项目理赔，让她家享受了保险理赔6000元，这次

帮扶中又捐助了5000元，让她备感暖心。“我最近由

于失误导致考研不顺，一度想放弃考研去打工赚钱，

这笔帮扶资金让我坚定了考研的信心。”小彭说。

在攸县江桥镇谢家垅村，刘冬福正在照顾因车

祸而卧床的妻子陈萍萍。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已

花光积蓄并欠下不少债务。而他家有3个孩子，2个

读书，1个才 2岁半，家里开支不小，准备年货与孩

子的住校生活费让他发愁不已。得知他家的情况，

“双百帮扶”给予了 1万元的帮扶金额，让他分外感

激，他笑着说，“可以开开心心地和家人过个年了。”

据了解，2022 年以来，市社会扶贫联合会开

展或参与了“十村帮扶防返贫·乡村振兴献力量”

“双百帮扶”“乡村振兴送温暖·百户帮扶暖人心”

“金秋助学·大爱株洲”助学等帮扶活动，精准帮扶

困难群众。同时，积极实施项目建设，引导定向捐

赠、持续推动“国奶帮扶”项目、开展村级道路亮化

等，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攸县：勤督导、提素质，强化驻村干部能力

振兴动态

数读驻村工作队的2022

2021 年 5 月，我市“尽锐出战”，派出乡村振兴驻村

工作队奔赴广大乡村，扎根基层一线助推振兴探索。如

今，时间过去近两年，各驻村工作队也积累了不少工作

经验。笔者以为，从这些经验中提炼“株洲智慧”，是可

以尽快着手的一项工作。

看时间节点，全市驻村工作即将面临队伍轮换、帮

扶资源调整优化。“接力棒”传递之时，也应该将此前的

干劲、思路与探索，在传承中予以发扬。不管是成功的

经验，还是有益的教训，都值得好好总结，给接续奋斗

的“下一棒”带来一些信心与启迪。

往大里说，驻村工作队的乡村振兴实践，是株洲践

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梳理提炼，也是

在丰富乡村振兴的“株洲经验”。因此，继往开来再出

发，做好驻村工作的经验总结也很重要。

醴陵：贯通农村“公路网”，提速乡村振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2022年，攸县深

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通过整合力量、严抓细管，

确保驻村帮扶干部选得优、下得去、融得进、干得好，为

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强化日常工作督导。攸县每个季度开展联合督导，

在晚上 6点至 9点，对驻村帮扶干部是否存在“走读”现

象开展“夜查”。同时，建立月工作例会、月督导自查、月

工作评价“三驻村机制”，以例会布置任务，以督导发现

问题，以评价提出意见，推动任务落实。

全面提升干部素养。去年以来，攸县组织 221名县

派驻村帮扶干部、34 名乡镇（街道）干部开展了为期 3

天的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培训班。在“干部能力提升

年”活动中，大力开展“提能力、振雄风”专题行动，提升

服务能力，落实为民办实事，112 支驻村工作队助力建

成产业基地 149个，参与农村改厕 1.54万户，帮助 588户

脱贫户和监测户实现就近就业。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日前，醴陵市李

畋镇农村公路建养行动接近尾声，此次行动累计完成

公路建设里程 44.77 公里，惠及全镇十余村（社区）、上

百家企业。

李畋镇是花炮产业大镇，花炮企业散布于各个村

落之间。花炮产品及其生产材料多属于易燃易爆品，道

路崎岖、车辆颠簸都导致花炮运输存在安全隐患，制约

着花炮产业的发展。通过农村公路建养行动，如今一条

条“资源产业路”直通各个企业，将为李畋镇花炮产业

振兴提供强劲助力。

李畋镇位于醴陵市东北部，北通浏阳，东接萍乡，

是醴陵市的“东大门”。此次农村公路提质改造，也将有

效促进醴陵市与浏阳市、萍乡市的联系，助力湘赣边区

的合作交流更加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