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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白山大地处处能感受到党员干部十足的

干劲；田园如画、产业兴旺，长白山下村村能看到振兴的新变化、新

气象。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敢闯善做，脱贫攻坚成果得到

巩固拓展，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

扬，一幅产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昔日的国家级贫困村靖宇县花园口镇花园村，在建设成为“北

方首家哲学人文小村”后游人如织，村民腰包鼓了；江源区砟子镇

吸引李玉、陈建平两位院士，策划建设“长白山菌菇小镇”，目前已

经达成5个合作意向……一个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迸发出

巨大能量，诉说着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

今年以来，白山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大力构建“一

核”统领、“两化”驱动、“三路”并进、“四送”服务的“1234乡村振兴

组织体系”，全域推动资源要素集聚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党建党建““一核一核””统领统领，，汇集发展合力汇集发展合力

长白山区的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实施乡村振

兴，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离不开绿色发展理念。

吹响冲锋号角，以大长白山乡村振兴组织体系为依托，发动市

县乡村四级书记和市、县两级工作专班及攻坚组成员，走遍绿水青

山、冰天雪地，用脚步丈量白山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寻找乡村

振兴的答案、路径和模式。

这是白山以党建为核心，统领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缩影。而

推行大长白山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建设、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全面

振兴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和尝试。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坚持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迫切需要构建立体式、系统化、多层次、全覆盖的组织体

系。白山市委书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谢忠岩明确提

出：“抓乡村振兴，要加强组织体系建设，通过组织手段统筹整合各

类资源、人才、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该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抓住省委支持白山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的机遇，肩负

起白山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大长白山”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历史

重任，扛起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深入实施党建生产力工程，以组

织振兴引领推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白山市委组织部迅速行动，突出“一核”统领，全面构建一体化

领导指挥体系。以组织振兴高位统领、贯穿全程为核，注重打通区

域壁垒，全面构建长白山中部、南部、北部生态经济区乡村振兴区

域指挥体系，成立乡村振兴指挥部，建立了大区谋划设计、县级统

筹推动、乡镇具体落实的“扁平化”推进工作格局，高效整合各方资

源力量。打通层级壁垒，全面构建9个县（市、区）党委抓乡村振兴

责任体系和市县乡村屯5级包保帮扶体系，全覆盖选派驻村第一

书记，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和村“两委”班子，全面优化干部队伍

结构。打通内外壁垒，有效统筹机关部门、国企民企、自治组织等

体制内外力量，实施“百企兴百村”“联建强村”整体提升等工程，组

建帮扶、联建对子345个，汇聚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创新创新““两化两化””驱动驱动，，尽锐出战攻坚尽锐出战攻坚

北京大学毕业的市文广旅局局长张扬、吉林大学毕业的市发

改委办公室科员舒雯，如今有了“光荣的新身份”——大长白山乡

村振兴组织体系攻坚部队的一员。

市委组织部在全市选派了86名优秀干部，安排到市级乡村振

兴工作专班的重要位置，组建20个专项攻坚组，定人、定岗、定责、

定事，每个人、每个单位、每项工作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这些干

部勇于担当、争做先锋，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尖刀班、提升乡

村文化品牌影响力的突击连、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先锋队。

这是白山市创新推行专班化、项目化“两化”驱动机制的生动

写照。类似的工作专班，全市共组建了28个，抽调614名优秀年轻

干部和业务骨干，组成141个专项攻坚组。

实行专班化、项目化运作机制，是推进大长白山乡村振兴组织

体系建设的特色之举、创新之策。市县分级组建产业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项目运作4个工作专班，下设若干专项攻坚组，集中

优势力量打一场攻坚战，全面完成乡村振兴重点任务。

各级组织部门盯紧各级专班和攻坚组的组长，将项目建设任

务分解到每一名组员，将项目化运作贯穿始终。产业振兴专班聚

焦产业发展、标准规范、项目建设、品牌宣传、科技提升、集体经济

攻坚发力，有效推动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文化振兴专班围绕艺术

民宿、画家基地、影视基地、摄影基地、生态文化创作基地开展工

作，集中打造了一批示范村镇。生态振兴专班扎实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党建引领乡村

治理等。项目运作专班着力加强项目包装谋划、招商引资、基础设

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推动一批大项目加快建设。

靖宇县景山镇新胜村驻村第一书记牟妍表示：“创新构建的大

长白山乡村振兴组织体系，给我们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帮助，以前

是有困难不知道找谁，现在是专班负责人主动下村来找难题，积极

推动解决。”

实施实施““三路三路””并进并进，，共建美丽乡村共建美丽乡村

冰天雪地的娱雪项目热闹火爆，山环水抱的乡村民宿一房难

求，长白山下的山珍山货畅销各地……

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三路”并进，全面构建整体性

推进发展体系。

深入推进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

点培育了一批人参、食药用菌、蓝莓等生产加工龙头企业，进一步

延长产业链、增加价值链。建立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储备库，谋划中

药材、食药用菌、肉牛等产业项目249个，总投资190.63亿元，有效

推进了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

强化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增收。“一核统揽

统筹、N企党建联盟、百镇资源整合、千社差异发展、万户共同富裕”

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模式初步形成，打造示范村310个，带动

村集体增收1350.6万元。

全面推进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重点推动乡村文旅品牌创建。

加快建设画家基地、影视基地、摄影基地、创作基地等一批文旅示

范项目，建成了浑江区河口画家村、临江市珍珠雪村、靖宇县花园

口哲学小村等一批特色村落，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提升。深入推进

生态美丽村镇创建活动，累计发动村民9.4万人次，清理生活垃圾

18万吨，评选“美丽庭院”4989家、“干净人家”8264户。村容村貌

发生明显变化，美丽乡村如诗如画，全力打造了147个宜居宜业的

美丽乡村。

“村里现在比城里生活环境好，交通便利空气还好，我告诉女

儿不去城里住了。”靖宇县哲学小村的张大爷微笑地表达自己的喜

悦心情。

突出突出““四送四送””服务服务，，夯实智力支撑夯实智力支撑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农村普遍存在缺人力、缺人

才的现状，只有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会有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投向农村，才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要振兴，必须强化人才支持。各级组织部门充分发挥党管

人才的制度优势，实行分类建库储备、面向基层引进、供需对接使用

的跟进服务机制，组建高端人才、专技人才、乡土人才、治理人才4类

人才服务团，分类健全输送智力、输送技术、输送经验、输送人才等

工作机制，推动人才振兴深度嵌入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建立服务乡村振兴高端“智库”，聘请16名院士专家为白山市

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战略顾问，引进李玉院士团队在江源

区建设“长白山菌菇小镇”，逐步打造国家级农业综合体东北食药

产业硅谷、东北食药产业科创高地。开展2022年“人才助企”专项

行动，邀请农业专家赴基层实地调研指导，现场解决乡村企业难点

问题28个，签约涉农合作项目10个。

在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的同时，着力抓好招才引智，创

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市县两级“人才编制池”，开展基层

治理专干招聘，补充基层治理力量，推动健全干部到基层去、在基

层练、从基层选的成长链条，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引进竞争机制，开展“赛马”活动。组织县（市、区）委副书记、

副县（市、区）长，乡镇党委书记，村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登台打

擂”比武35场次，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

树牢重实干重实绩鲜明用人导向，严格落实发现甄别、培养锻炼、

提拔重用、宣传选树、警示教育“五个一批”，进一步激发各级干部

干事创业热情，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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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长白县金华乡鸠谷村大樱桃园采摘。

靖宇县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区人参加工企业。

江源区大阳岔镇后葫芦村村民正在晾晒雪菊。

松杉灵芝种植基地。

靖宇县在花园口镇花园村打造的儿童研学游乐园。

抚松县兴隆乡南天门村民宿抚松县兴隆乡南天门村民宿。。

在长白县金华乡金华村在长白县金华乡金华村，，

游客尽享冬日好时光游客尽享冬日好时光。。

长白县八道沟镇东兴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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