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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刊·左权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面旗
帜；一座酒庄，一个梦想。走进鱻淼葡萄庄园，
三句醒目的宣传标语，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
左权县最早打造的生态庄园之一，是太行山区
第一家冰酒酿造基地，也是全县最早建立党组
织的非公企业之一。庄园推行“基地+农户”
模式，订单式收购农民种植的葡萄，并吸纳
120人务工，人均年劳务收入1万元以上。

在相距 80多华里的莲花岩生态庄园，游
人在这里感受着青山绿水，聆听着开花小调，
仿佛进入世外桃源。作为全县又一家生态庄
园党组织，企业负责人是党员，党员职工是骨
干，企业发展与党的发展相互融合、共同促进。

为实现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全覆盖、推动建设“双强六好”党组织，左权县
按照《晋中市“两新”组织党建“整园建强、整楼
推进、整线突破、全面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工作
方案》，对“有固定经营场所、有 10 名以上员
工、有生产经营活动”的非公企业，采取单独
建、联合建、融合建、创新建等方式，建立89个
党组织，覆盖 257个非公企业，全力消除党组
织覆盖“盲区”和空白点，实现“应建尽建”。

党组织建好后，如何推动发展是关键。根
据《关于发挥组织部门职能作用助推民营企业
发展十一条措施（试行）》，左权县依托县非公
企业党委，创建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和引才
聚才服务平台，通过电话、电子邮箱、微信等方
式，直接接收并受理相关诉求及各类相关信
息。县委组织部严格落实党建经费保障政策，
为每个非公党组织补助 5000元，联建党组织
补助 8200 元。近两年，县管党费列支 10.5 万
元用于新建活动场所补助，并落实党费全额返
还规定。2021 年，开展了“一走访三推动”活
动，非公工委委员每人联系一个党组织基础薄

弱的党支部，定期走访，推动解决党建难点问
题、发展瓶颈问题和群众权益保障问题。服务
平台和走访活动实施以来，累计解决非公企业
反映的各类问题56条。

位于辽阳镇丈八村的中晋冶金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0年，该公司引进气基竖炉直
接还原铁技术，取得20余项自主技术专利，节
能减排 34%，二氧化硫减排 74%，氮氧化物减
排 63%，节能 61%，成为全球业内公认的绿色
清洁化生产。这些成效的取得，得益于公司党
组织的“三个融合”战略，即党建引领和企业战
略目标融合、党组织机构与企业管理团队融
合、党组织建设和公司人才战略融合。为支持
非公企业发展，左权县从行业监管部门、非公
委员单位和离退休党员干部中选派40名党建
指导员，指导帮助企业做优做强党建工作。同
时，单列党员发展计划，每年倾斜指标40个以
上，逐步把企业优秀人才培养成党员、党员培
养成企业技术骨干。

做强企业，反哺农业，是非公企业应有的
社会责任、社会担当。按照行业系统分类，左
权县在同一行业或相近产业中组建非公经济
组织和党建联盟 5个，打破各自为政局面，促
进企业共享共商、共同发展。依托党建联盟，
非公企业利用资金、信息、市场优势，创新开展

“村企联建”行动，通过土地流转、联办合作社
等方式，参与贫困村项目开发，全县42户民营
企业通过产业、就业、技能、公益四种帮扶措
施，惠及143个村，帮扶8803名贫困人口，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1237万元，实现村企互利共
赢。通过完善自上而下的工作体系，全面构
建机制顺、责任明、有人抓、有人管的工作格
局，全县非公企业真正实现“党建强、发展强”
目标。

非公党组织提质升级行动

为企业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左权
县围绕如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主题，以干部选育年轻化、基层组织网格
化、村级管理社会化、经费增长动态化“四化联
动”为抓手，积极探索山区县乡村治理新模式。

正在建设的“桐峪 1941 小镇”，是左权县
2021年文旅项目“一号工程”。为加快项目推
进，承担着规划区房屋拆迁任务的桐峪镇，党
员干部包片联户，通过上门走访、座谈交流与
群众讲政策，得到拆迁群众支持，确保前期工
程顺利推进。今年 3月，桐峪镇党委、镇政府
换届后，党政班子成员平均年龄 35岁，成为全
县乡镇中最年轻的班子。从推进“桐峪 1941
小镇”前期工作来看，正好彰显了这个年轻班
子的新风貌、新气象。据县委组织部的同志介
绍说，今年换届后，乡镇党政班子平均年龄
36.5岁，较上届下降4.3岁，年龄结构得到全面
优化，这是县委推进乡村干部选育年轻化的成
功实践。与此同时，全面实施农村“带头人”优
化提能行动，选派24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村
担任党组织书记，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活力。

为加强农村治理，左权县推行网格化党

建，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160个村划分798个
网格，并设立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同步配
备专（兼）职网格长。6月15日，在麻田镇泽城
村，笔者看到 6名支部班子成员正在和群众商
议改造民宿的事，真正把工作做到了群众家门
口。他们同时还兼任着网格长，通过实行基层
组织网格化，群众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多数
都在网格内得到妥善处理，实现了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

李建斌于 2020年 6月被选派到辽阳镇松
树坪村担任党总支书记，针对部分党员干部作
用发挥不明显的问题，他在党员设岗定责的基
础上，将村级治理责任、监督责任分解给“两
委”成员和骨干党员，由他们带头领着干、带
头监督管理，激发了党员带头建设美好家园
的热情，这是全县改善村级治理环境的一次
有益尝试。在推行村级事务社会化管理的过
程中，县委、县政府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
岗等形式，将村级社会化管理人员整合为社
会事务管理组、服务组、巡查组，分工负责
综治、网格、卫计、防火等村级事务，既减
少了人数，又优化了职能。同时，从德高望
重的老党员、老干部、企业家等人群中选用

热心村集体事业人员，组建“乡贤会”，引导村
民参与村级治理，以德治、自治、法治带动形成
良好村风民风。

提高乡村经费保障水平，一直以来都是基
层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从 2017 年实施“三
基建设”以来，乡村两级组织运转经费连续 5
年动态增长。在提高乡镇可用财力方面，新增
乡镇民生事务经费 600万元，2万人以下的乡
镇，每乡镇50万元；2万人以上的乡镇，每乡镇
100万元。在提高农村“两委”主干报酬待遇方
面，县域内村“两委”主干报酬平均 2.39万元，
达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3倍，
最高报酬达4.5万元。农村会计与“两委”主干
报酬标准一致，享受同等待遇。在提高基层干
部待遇方面，对任职 9年以上的农村离任主干
按照任职年限多少给予每月100元至200元生
活补助，在职农村“两委”主干由县财政给予一
定的养老保险补贴。为了提升示范党组织创
建标准，2020 年县管党费拿出 100 多万元，用
于活动场所改造提升。随着经费保障和报酬
待遇的逐年提高，让广大村干部干事有了激
情、办事有了底气，形成“争当先进、勇当标杆”
的良好氛围。

“四化联动”提升乡村治理“含金量” 百里画廊，风光无限。从左权县城沿 207国道、
322省道至麻田镇，一排排、一片片金色苗木接连不
断、扑面而来，这里是左权县百里画廊“黄金谷”景观

带。该项目途经辽阳、桐峪、麻田3个乡镇，全长48公里，流
转村集体土地125.49亩、农户土地914.51亩，每年直接带动
村集体增收8万余元、农民增收63万余元。

近年来，左权县扭住党建龙头，激发攻坚动力，通过自
主开发、承包租赁、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以“腾笼换鸟”方
式唤醒农村沉睡资源，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县委统筹
推动，制订出台《左权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方
案》和年度增收计划，县四套班子领导包联集体经济薄弱
村，“一村一策”定方案，并建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联席
会议制度，乡镇、县直相关部门定期会商解决发展难题。

头雁领舞，弱鸟先飞。左权县坚持“抓两头、带中间”，
连续几年实施农村“带头人”优化提能行动、软弱涣散党组
织整顿行动，育强则强、遇弱补弱，培育了一批乡村振兴的

“领路人”。辽阳镇连壁村党支部书记郭应林引导群众转
变思想观念，整合 2000余亩荒山，引进嘉耀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建设 28.8MW联村光伏电站，仅光伏产业一项，村集
体年增收就达到60万元。同时，每年可为全县提供清洁电
力3500万度以上，年收入超3000万元，带动全县98个贫困
村每年增收30万元。由于突出的工作业绩，郭应林被省委
组织部授予“全省优秀党组织书记”。芹泉镇下庄村党支
部书记尚向军带领120户村民种植蔬菜大棚280亩，同时辐
射带动周边村建成 3000亩产业园，年产蔬菜 5000万斤，亩
均年增收1.5万元，集体有了土地收益，种植户有了销售收
入。针对部分村支部班子软、产业基础弱的实际，2020年，
全县选派24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村担任党组织书记，充
分发挥他们素质高、能力强的作用，带领村民发展核桃、蔬
菜、生态旅游等增收产业，累计引进产业项目28个，引进资
金1535.5万元。

整合资金，赋能增效。2017年以来，左权县整合各级
财政扶持资金、涉农资金，连续扶持 110多个村，累计投入
达4560万元。前龙、紫会、蛤蟆滩和突堤4个城郊村，利用
财政扶持资金，抱团发展电子加工项目，采取“保底分红+
效益分红”形式，每个村年收益6万元。桐峪镇石窑坪村发
展肉鸡养殖，村集体与合作社按比例分红，每年保底收益5万元。石匣乡狮岩
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开发荒山荒坡资源建设百亩葡萄园，
村集体每年获得保底收益。

左权县全面开展“四荒地”、林地等村集体资源资产摸底清查，深度开发农
村闲置资源，逐步形成产业经营型、资源开发型、资产租赁型、资金入股型、财
政扶持型、文旅融合型等具有左权特色的发展模式，全县160个行政村，155个
村集体收入达到 5万元以上，其中，10万元以上村达到 142个，为乡村振兴插
上腾飞的翅膀。

盘活一片，带动一群。辽阳镇西瑶村将集体“四荒地”和林地租赁给万景
旅游开发公司，除村集体每年增收17万元外，还吸纳26名贫困人口在景区就
业，年人均收入达到 8000元。桐峪镇南冶村以土地和部分资产入股华鑫矿
山，企业按年收益10%给予村集体分红，158户村民以2000元至2万元入股企
业，享受不同的分红收益。寒王乡里长村发展旱鸭养殖，村集体年收益 8万
元，合作社15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4000元。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左
权县以点带面，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双增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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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清漳河谷旅游慢行道

下图：百里画廊“黄金谷”景观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