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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何建平

近年来，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茫拉乡

拉干村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

功能和引领作用，紧紧瞄准乡村振兴这一主

线，紧密结合村情实际，从建强班子队伍、培

养后备干部、解决教育困局、改善民生难题、

树立文明乡风、营造良好风气、壮大集体经济

等方面入手，形成了党建与发展同向聚合、相

融并进的“拉干模式”，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人才、资源等“势能”转化为推进乡村振

兴的新动能。

齐心协力，致富路上人人忙

拉干村位于贵南县城以东 10 公里处，坐

落于国道 G572 沿线，村域平均海拔 3100 米，

有耕地 588.67 公顷，草场 4661.33 公顷，农牧业

主要有青稞、小麦、油菜、豌豆、土豆种植业和

牛羊养殖业，牲畜存栏 1.2 万头（只），现有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1 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2
家，家庭农牧场 4家，种植大户有 15户。

自 1986 年以来，拉干村先后经历了三次

移民搬迁，受制于搬迁的影响，拉干村发展基

础极其薄弱，但也正是在多年的移民搬迁发展

历程中，拉干村“两委”班子积累了宝贵的群众

工作经验，更加坚定了带领全体村民勤劳致富

的信心。

村党支部书记斗格才让说，在村级产业发

展进程中，需要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紧密结合

村情实际，找到产业发展与村情实际的最佳结

合点，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发展风险，实现在发

展中求突破，在发展中求创新。

从“每人八分地，全村没有一台手扶拖拉

机”到家家户户农业机械齐全，二层小楼处处

可见，拉干村发展经历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在

村“两委”班子竭力经营和全体村民的大力支

持下，集体经济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强”的历史性跨越，2021 年底时，全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11600元。

拉干村从传统农业逐步向“种植-加工-
销售”一体化发展，农畜产品附加值得到不断

提升，部分村民远赴四川、甘肃、西藏从事土地

租种等农业生产，对全村产业振兴发挥了有力

引领带动和支撑作用。

选贤任能，一届接着一届干

村庄是乡土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群众的

“领头羊”需要在长期的群众事务中建立最基

本的村民信任，新老队伍交接工作需要实现高

度的无缝对接，任何工作“断档”会对全村发展

造成或重或轻的影响，高素质村干部队伍是乡

村发展核心动能。

每逢换届选举时，拉干村全体村民都能一

致参加选贤任能，“两委”班子中的老同志都能

很好完成“传帮带”任务，新班子一组建，可迅

速接过“接力棒”，马上“投入使用”，这种有序

有效的工作传承对村子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从观察中发现，拉干村新老班子成员都具

备一定的奉献精神，形成了“集体的事情带头

干，群众的事情用心干”的良好工作局面，他们

多数任劳任怨，把为民服务理念贯穿于工作始

终，卸任村干部离岗后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全

力支持现任班子成员，主动出谋划策，为村子

发展建良言献良策。村干部日常工作中，能够

及时对接好政策，坚决杜绝优亲厚友现象，村

内大小事务全部定期公开公示。

尊老爱幼，良好村风大家立

随着进城、外出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多，年

轻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的日常照料能力不断减

弱，基于这种现状，拉干村党支部积极主动作

为，从 2011 年开始腾出村委会部分办公用房，

置办起锅碗桌椅，为全村 80 多名老年人办起

了“老年协会”，协会逐步配齐了老年人午间休

息、棋牌、按摩理疗等设施设备，村内富裕群众

积极捐款为大家置办伙食，老年协会成员互相

“抱团取暖”、其乐融融。

斗格才让说，紧盯村民关注的焦点办好民

生实事，解决好急难险重的要事，对树立村“两

委”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良好村风是村“两委”班子干事创业的先决

条件，也是乡村善治的基石。

得益于全村敬老爱老良好的社会风气，德

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村民在调解邻里纠纷、化

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在帮助

村民接送幼儿上下学更是不在话下，村内青年

劳动力每年定期外出务工，有效增加了家庭收

入。村务治理良好，呈现着“夜不闭户、路不拾

遗”的良好局面。

重教兴学，筹措资金育人才

“在多年的发展中，拉干村‘两委’认识到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必须重教兴学和人才培

养。”斗格才让说。

自 2009 年开始，拉干村党支部牵头，向党

员、群众、社会多方筹措资金，创立教育资助

协 会 ，致 力 于 解 决 全 村 学 生 上 学 难 题 ，近 14
年来，协会资助学生多达 634 名，发放资助金

达 80 余万元，资助金从一开始的每人 100 元

增长到现在的 3600 元（研究生 3600 元、本科

生 2700 元 、大 专 生 1800 元 、高 中 生 900 元），

100 余名学生已大学毕业，40 余名大学生走上

工作岗位。

十余年内，教育资助协会所有资金不差毫

厘的专项用于资助学生上学。拉干村村民也

逐渐意识到，只有建立良性可循环的互助机

制，才能对村庄发展能够产生“一本万利”的良

好效应。2013 年以来，陆续有受助学生反哺教

育资助协会，拉干村教育资助协会既发挥了短

期的“输血”作用，又发挥了长期的“造血”功

能，这种以互促共建形式建立的村民互助机制

是凝聚全体村民意志的有力载体。

近年来，拉干村教育致富的鲜活实例逐年

增多，贫困代际传递被有效阻断。部分大学生

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已创办了一批知名度较

好的社会企业，同时也壮大了致富带头人队

伍。

看“拉干模式”如何为
乡村振兴“蓄势储能”

西宁市湟中区聚焦能力提升，强化源头建

设，首批选派 40 名乡镇和机关年轻干部开展

为期 6 个月的双向“墩苗育苗”工作，着力提高

年轻干部服务群众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让“好

苗子”成长成才。

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由各党组织择优

推荐近五年新考录公务员、事业干部和选调生

建立年轻干部“青苗库”，并实行分类管理、动

态调整机制。区委结合干部特点和岗位需求，

分批选派机关干部到村（社区）一线，提升年轻

干部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能力；选派乡镇（街

道）干部到省市区直机关单位育苗历练，提高

年轻干部专业素养和精细化水平。

坚持人岗相适、分类施策的原则，通过业

务讲堂、组织调训、实操演练等形式，分层次分

类别全覆盖开展年轻干部教育轮训。实行导

师帮带制度，通过帮带指导、答疑解惑、传授技

能等方式，促使年轻干部快速熟悉工作业务、

提升实践本领。建立年轻干部“成长档案”，加

大日常考察，掌握思想动态，及时点评指导，助

力年轻干部茁壮成长。

注重一线淬炼，让墩苗育苗干部在乡村振

兴、疫情防控、信访维稳、城市更新等急难险重

任务中练就过硬本领。实行脱产管理，注重工

作量化，积极开展练兵比武活动，为年轻干部

压担子、搭台子，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加强日

常管理，注重严管厚爱，用好期满考核结果，探

索实行“回炉锻造”制度，真正让年轻干部“墩

牢信念”“墩强本领”“墩实作风”。

（曹立强 湟组轩）

西宁市湟中区

开展双向
“墩苗育苗”工作

英才聚，则百业兴。发展
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面对新
挑战、新要求，必须与时俱进，
加大革新力度、优化资源配
置，既要培养引进“增量”人
才，又要盘活用好“存量”人
才。

特别是对于高海拔地区，
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
苦，在“引育留”等方面困难
大、任务重，因此要坚持党管
人才、优化人才环境、激励担
当作为，以“四个优先”为抓
手，聚焦“四类人才”培养，着
力构建“双四”人才工作体系，
推动人才工作取得新突破、实
现新发展。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县域经济要发展，做好人才工
作是当务之急。如何开创县
域人才工作新局面，让各类人
才引得进、育得出、留得住？
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要
坚持人才资源优先开发，把人
才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注重
培养、用好、吸引各类人才，人
才队伍规模不断升级壮大、层
次不断提升；要坚持人才结构
优先调整，通过“多元化”的引
才、育才方式，重点引进符合
发展需求的紧缺人才；要坚持
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瞄准人才
工作和生活中最关心最迫切
的需求，妥善解决好人才配偶
就业、住房医疗等“关键小
事”，做好人才引进后半篇文章；要坚持人才制
度优先创新，推出“人才新政”，出台“一才一
策”等创新引才政策，将人才政策兑现大会打
造成释放“政策红利”的盛会。

“要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
新的优秀人才，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
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
奋斗中来。”新时期要聚焦“四类人才”培养，聚
焦“干部人才”的“选苗”“育苗”“护苗”，让他们
在最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才能、贡献力量；聚
焦“乡土人才”在富民致富上的示范带头作用，
制定特殊政策，给予重点支持，让他们更好投
身乡土产业、造福乡里乡亲；聚焦“民生人才”
的短板弱项，解决出现的“教师荒”“看病难”等
问题，努力实现民生领域人才大的突破；聚焦

“青年人才”回乡创业就业，进一步提高政策含
金量、扩大政策受益面，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
成就大事业。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我们应以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坚持
在全面营造人才发展环境上多下功夫、多花气
力，让“千里马”在适宜的环境中竞相奔腾，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摘自曲麻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文涛
《用心“栽梧桐”引得“凤凰来”》一文)

王
文
涛

用
心
﹃
栽
梧
桐
﹄
引
得
﹃
凤
凰
来
﹄

通讯员 林艳

25 年来，李长太从未离开过他所钟爱的

教 育 行 业 。 从 数 学 老 师 到 班 主 任 、教 研 组

长 、教 务 主 任 ，再 到 副 校 长 、业 务 副 局 长 ，直

至 现 如 今 的 中 学 校 长 ，他 从 最 基 层 做 起 ，把

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提高学生素质、提升教

育上，默默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

大学毕业后，李长太被分配到互助土族

自治县威远镇逸夫中学，后调到互助一中继

续从事数学教育及班级日常管理工作。2009
年 ， 被 任 命 为 县 一 中 副 校 长 ， 一 直 蹲 点 高

三 ， 主 抓 教 学 工 作 ， 取 得 了 优 异 的 教 学 成

绩。8月，他带互助籍学生到山东胜利一中挂

职学习，撰写了多篇总结性文章并付诸于实

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6 年 6 月，李长太被任命为互助县教

育局副局长。指导生本教育课堂模式改革，

倡导“三转变”“四环节”生本教学模式，为

互助县全学段的生本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基

础。同时狠抓学前至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全

面落实“互助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六年行动

计划”，成效显著，全县教学成绩名列海东市

前茅。

2018 年 4 月，他被任命为互助一中党支

部书记、校长。制定了从德育到教学，从党

建到共青团建设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实现了

制度管人、制度管事、制度治校的精细化管

理模式；在教育教学上，实行以年级为单位

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调动老师工作积极

性和提高教学效率。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

用和党支部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

说起互助县树人高级中学，虽然成立只有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对李长太来说，树人

中学就像自己的家一样，看着它从无到有，从

有到好，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每一个成长过

程凝结着李长太的心血和付出。

2020 年 8 月 3 日，李长太被紧急叫回局里，

让他负责树人中学的筹建、招生、管理工作。

当时的互助县树人高级中学除了刚修建的几

栋教学楼、宿舍楼外，满目荒凉，就是一个泥泞

的工地。没有操场、没有食堂，天然气、水、电

都还不稳定……这样的条件下要保证 8 月 18
日正常接收高一新生开展军训活动，工作量之

大可想而知。

当夜，李长太辗转一夜无眠。考虑再怎么

样都要先保证学生有课桌、有黑板，能吃饭、能

上课、能休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急匆匆赶

到工地，叫上项目经理，与筹建办的同志共同

商议如何保质保量按时竣工。

整整半个月，李长太几乎全天守在工地，

只想着如何让学校尽快建成投入使用。终于，

操场完工了，学生的教室布置妥当了，老师们

的办公室也可以办公了……

8 月 18 日，新生如期入学。19 日起，学校

班子成员陆续配齐。当月，互助县树人高级中

学党支部成立，李长太为首任党支部书记、校

长。9月 1日，全体师生正式开学。

紧接着，锅炉房、校园绿化、周边道路……

一个个问题相继得以解决。

如今，这个总投资 3.6 亿元，占地 11.3 公

顷，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的新型高级中学，

以校园环境优美，教学设施先进，各项功能齐

全成为当地的骄傲。

2020 年，树人中学获县委县政府“重点项

目推进奖”。2021 年高考，树人中学成绩优异；

两次期末学业水平统考中，树人中学三个年级

成绩名列全市前茅，获得海东市教育教学先进

集体等 28 项荣誉。李长太被评为青海省优秀

校长、海东市精神文明工作先进个人、教育系

统优秀共产党员等。

——记省级优秀校长李长太

春华秋实 桃李沁香

↑春耕现场。
←粮食喜获丰收。
→大力发展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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