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看这些“访惠聚”工作先进典型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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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  分类宣讲  精准引导  筑牢防线

喀什地区文体局图书馆馆长，驻疏勒县塔孜洪乡克然木兰村工作队队长  吴志琳

我们村是典型的“巴扎村”，人口多、流动性大，村民易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我们积

极协助村“两委”，按照“突出重点、分类施策、以点带面”的原则，扎实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筑牢群众思想防线。

突出青少年“生力军”，引导听党话、跟党走。

青年稳则社会稳，青年强则基础牢。克然木兰村“80、90、00后”青年占村民总数的

55%，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缺少就业技能，没事总喜欢四处闲逛，有的甚至被宗教极端势力

利用。我们开办“青年法制讲坛”，由队长、支书、村警当教员，挑选优秀青年和刑满释放

青年编组，每周一轮流现身说法，教育引导青少年爱国守法，传递正能量。15岁的阿不来提

江·乌拉依木父母离异，经常逃学，我们让刑满释放青年和他谈心交流，用被坏人利用而犯罪

的亲身经历，教育引导他迷途知返。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引导，全村有26名“问题”青

年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明显转变，成为学习和生产积极分子。工作队努力用现代文化占领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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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阵地，建立了喀什地区图书馆馆外流动服务点，配备2000余册纸质图书和80余万册电子图

书，全天提供浏览、借阅，现在每天有30多名青少年到服务点学习。

突出妇女“半边天”，带动农村思想观念转变。

妇女一手摇着婴儿摇篮，一手摇动整个世界。长期以来，村里的许多妇女受宗教极端思

想束缚和传统观念影响，不愿走出家门。我们倾听她们的心声，了解她们的所思所想。举办

刺绣、地毯编织、手工艺品制作技能培训班，邀请专家和村里的致富能手介绍经验、传授技

能，如今600多名妇女掌握了1–2门实用技能。我们还引导有创业意愿的妇女，在“巴扎”上

成立婚庆、刺绣、裁缝、手工艺品合作社。村民坎吉姑·色依提通过承接新娘化妆等婚庆服

务，年收入达5万元，在她的影响下，她丈夫也在“巴扎”上开了一家烟酒店，夫妻共同创业收

致富。 

突出特殊群体，最大限度争取人心。

我们坚持宣传教育群众“不落一人”，定期组织帮教转化人员、特殊人员、被打击收押收

人员家属召开座谈会、反省揭批会、真情告白会等，让他们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相

信党和政府不会抛弃犯错的群众，知道党的惠民政策从哪里来。结成帮扶对子，引导他们参

加各项活动，帮助他们融入正常的生产生活，把我们当成了朋友。曾经头戴面纱的阿斯木姑·

达吾提在我们的真情帮助下，成为村里文艺队的骨干。



突出传帮带，打造能说会讲的村级骨干队伍。

为了把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推上前台，我们与村“两委”每周举办一次宣讲能力提升

班，点评上周宣讲情况，学习下周宣讲内容，队长示范讲，支书预习讲。同时建立“两

委 ” 班 子 成 员 宣 讲 AB 岗 制 度 ， 班 长 带 成 员 ， 轮 流 上 讲 台 。 我 们 组 织 工 作 队 员 、 村 干

部、“80、90后”青年参加双语夜校，有计划、有作业、有考核、有奖励。我们还从村干

部、村警、“四老”人员、入党积极分子、村民小组长、“十户长”中推选15名宣讲骨干，

成立“草根宣讲队”，为深入宣传教育群众打下良好基础。 

如今，村里开展文体活动已成常态，崇尚现代文明的思想更加强烈，风清气正的社会风

气已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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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  因户施策  脱贫攻坚 

自治区畜牧厅副巡视员、畜牧处处长，驻巴楚县恰尔巴格乡副总领队、库木加依村工作队队

长  石挺

库木加依村是个贫困村，全村376户1304人，贫困户占了60%。我们和村“两委”一

起，在建强基层组织，确保社会稳定的同时，发挥部门行业优势，积极探索管用实用的脱贫

致富路子。



创新模式，助力精准脱贫。

精准脱贫，关键在精准识贫。我们村贫困户中有49个无资金、无技术、无法转移就业的

特困户。我们最终确定了企业与特困户签订长期养殖协议，对口扶贫单位和工作队出资建棚

圈，企业免费提供“架子羊”的脱贫模式。特困户用3个月时间进行饲养育肥，企业按每只羊

的增重部分以市场价回购。特困户一个批次饲养20－30只，一年饲养3－4个批次，年可获纯

利1－1.8万元。特困户图尔洪·库尔班的老婆身体不好，三个孩子还小。参加了企业加农户的

养殖，第一批就挣了3000多元。他高兴地说：“这种方式好，我在地里忙时，老婆可以在家

喂羊，不出门就能挣到钱。”村里还有42个因残疾、患病或年纪大等原因无劳动力的贫困

户，我们采用了由合作社代养扶贫羊，每年给贫困户发放2000元的分红，五年合同期满，贫

困户可如数收回扶贫羊的方式，帮助他们增收致富。收 收

转变观念，调整种植结构。

村里一直以棉花种植为主，结构单一，效益低。我们和村“两委”决定通过调整种植业

结构，探索订单农业模式，推广示范养殖，发展循环农业来实现脱贫目标。我们先试点、后

推广，实施“三个一千亩”（一千亩林果、一千亩甜菜、一千亩饲草料或其他经济作物）。

为了得到村民的理解支持，我们面对面讲政策，比收益。以种植甜菜为例，预计每亩产量5-7收

吨，每亩纯收入可达收 1000-1500元。村民接受后，邀请专家传授种植技术。与阿克苏糖厂联

系签订了5000吨甜菜的收购订单，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收  



坚持标准，发展庭院经济。

发展庭院经济是惠民生、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庭院虽小，但效益佳、潜力大。我们按

照喀什地区和巴楚县“五小”要求，提出了“五个有”标准，现在我们村351户都实现了有富

民安居房、有小菜园、有小圈舍、有硬化地面、有美观整齐的大门和院墙。仅小菜园和小圈

舍每年就可增收近万元。在庭院经济收 发展中，区别对待，对一般贫困户，村“两委”和工作

队通过组织技术人员、村民互相结对子、给予一定补助的方式帮助完成建设；对于特困户，

由村委会和工作队兜底完成建设。

示范带动，共同致富奔小康。

在做好贫困户脱贫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通过给予棚圈补贴、奖励生产母羊和优质种公羊

的方式，扶持发展养殖示范户。养殖示范户辐射带动其他村民，走上脱贫致富路。养殖示范

户吾布力·亚库甫种了10亩甜菜和5亩小麦，养了20只羊。他自豪地说：“甜菜可以挣1万元，

养羊可以挣2万元。青贮玉米、甜菜叶和秸秆可以用来养羊，羊粪又是最好的肥料。我快成村

里的‘大巴依’了！” 

在我们和村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村已通过地、县两级脱贫验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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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一家亲  兵地融合一家人

兵团团委党组成员、副书记，驻温宿县共青团管理区尤喀克佳木村工作队队长  王子彬

我们村距兵团第一师5团15公里，全村566户2580人。一进村，村干部就焦急地拉着我

说：“一样的地，兵团一亩挣1万，咱们村像兵团一样就好了！”作为兵团驻地方工作队，我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发挥好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作用，对于实现总目标的深远意义，聚

焦“兵地融合”，着力共建“民族团结一家亲，兵地融合一家人”。



架兵地民族团结同心“桥”。

发挥我们村邻近5团的优势，带领村民开眼界、认亲戚。组织100名党员到359旅纪念馆

一起过党的生日，到塔里木大学当了一天大学生，到3团看核桃、5团看苹果、10团看苗木；

组织100名小学生到5团交朋友，10名学生到5团上学，30名学生到乌鲁木齐参加夏令营；村

里100多家农户与兵团职工结成亲戚，每个节日都来村里一起跳麦西来甫、学语言、学技术，

相互之间越走越近。来自四川的5团职工淦永雅，参加了工作队在村里组织的12对民汉青年集

体婚礼，经历了马车接亲，彩门迎亲，千人麦西来甫和欢快秧歌的混搭婚礼。流着眼泪

说：“当初毕业留疆，家人一百个不愿意，这场婚礼让家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夸新疆

人实诚，新疆好！”

造兵地发展致富同力“船”。

我们与塔里木大学签订《建设农业发展示范村协议》，邀请塔大王新建等教授先后16次

指导种养殖技术，核桃亩产增收11%；接穗“南疆红”红枣示范园20亩，卖出全县最高的价收

格。修建了2200平米便民市场，成立了家禽销售合作社，农忙时节，组织536名村民到团场

和周边打工，人均增收5400元。春季缺水，200多户村民找上门收 求助。我们当即联系，24小

时抢建一条1公里通水管道。村民肉孜说：“工作队给我送小鸡、教我养小鸡，还帮我卖小

鸡，有时土鸡、土鸡蛋、鸽子都不够卖，过路车辆必须打电话预定，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我

们的脑子想开了，致富的路子更宽了！” 



划兵地思想教育同向“浆”。

我们帮助新建了“一站式”便民服务站、警务室、团结长廊、科普长廊、民族团结墙、

爱心超市、图书馆、农民网校、电商服务站、3个村民小组活动室共14个阵地，组织村民学双

语、唱红歌，举办就业创业培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吸引、

引领、凝聚村民。每周一早晨和村民一起升国旗唱国歌、开展《我是中国公民》宣誓、聆听

国旗下的宣讲和农民感言，参加村民代表大会，现在村里人人都会唱国歌，家家都挂国旗。

民兵艾山江说：“工作队一来，我就成了一名护旗手，我还有了电焊资格证，以后可以

开店了！”支部书记亚森说：“我干了13年支书，工作队来了3年干了我们10年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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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村级组织建设的“硬石头”

柯坪县盖孜力克镇玉斯屯巴格勒格村党支部书记  举来提·阿不拉

我叫举来提·阿不拉，2010年，我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2014年，我到盖孜力克镇玉

斯屯巴格勒格村任党支部书记。

上任前，我认为农村工作无非是上传下达，管好老百姓就行了。当我信心满满地踏上村

党支部书记岗位时，才发现没那么容易。首先，村里情况复杂，产业发展单一，基础建设滞



后，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工作基础差；其次，村民和村干部认为我是来镀金的，入户走访经

常是什么也问不到，给村干部安排工作也难以落实，干部群众对我还不信任。

正当自己迷茫无措时，自治区民政厅“访惠聚”驻村工作队来到了村里，朝夕相处、真

诚帮助，连续三年的互学互帮互助，使我这个门外汉成了基层组织的领头人、群众的主心

骨、农村工作的行家里手。

工作队教会了我“交心”就要“真心”。

他们“逢门必进、有惑必解、有难必帮”，与村民交真心、真交心，感动了群众、凝聚

了人心。村民阿依努尔·那买提11岁的儿子因患泪囊炎，无法上学，工作队帮助联系医院，筹

集医疗费，我帮助协调转院。阿依努尔·那买提流着泪说:“孩子今后的生活有希望了！” 我体

会到，只有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当成“大事”来办，群众才会把村干部当成“主心

骨”。

工作队教会了我“想干”就要“真干”。如何保证在村里办事公平、公正、公开。工作

队来了以后，建制度、定规矩、抓落实，领着、教着、帮着、推着我破除家族势力阻力，严

格实施“一事一议”“两会两票”等制度，确保了党务、村务、财务的公开。受到了村民的

交口称赞。

工作队教会了我“谋事”更要“干事”。

我们村地少人多，增收途径狭窄，促进农民增收，一直是难题。三批“访惠聚”工作队收 收

和村党支部共谋发展、持续用力、坚持一户一策发展庭院经济。村里农民家家院落分成了居



住区、养殖区、种植区，工作队免费发放蔬菜小拱棚、田园鸡、生产母羊等生产资料，现在

农民的院落既美观又挣钱，群众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三年来，一个个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使

用，一条条加强村党支部建设的措施实施，一件件脱贫攻坚的措施落地，一个个影响稳定的

因素和问题及时消除，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增强了，全体村民的幸福指数提升了。也

使我砥砺了品质，锤炼了作风，提升了执行力和落实力。

更关键的是工作队始终“建功”不“抢功”，甘居幕后、甘为人梯。通过工作队的“传

帮带”，我现在信心有了、办法多了、底气足了、腰杆直了，能够独自安排、落实好各项工

作。 

今年7月，我们摘掉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和维稳重点村的帽子，村党支部“星级化”评

定从2年前的四颗星提升到现在的七颗星。

【来源：访惠聚决策参考】

 

青河组工“小机关”：直接回复关键词哈语就能得到哈语速成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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