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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 通讯员 董巧玲

燕赵新答卷燕赵新答卷··承德篇承德篇

“拼命书记”：只为百姓那份信任
——记滦平县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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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全面打赢，乡村振兴已经开启；民生
福祉不断增进，民生实事稳步推进；乡风文明、城
乡和谐的新画卷徐徐铺展……

探究承德良好发展态势的背后,“抓党建就是
抓全局”的理念贯穿始终。近年来，承德坚持以党
建聚人心，以党建促发展，让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
发展“同频共振”,谱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党旗飘扬，小康路上争先锋

虎皮墙、大戏台、红瓦房、新民居……走进丰
宁满族自治县城根营村，美丽乡村气息扑面而来。

城根营村是接坝地区，原来村民们最难熬的
有两件事：一是没产业，收入低；二是环境差，居住
条件恶劣。

在承德，城根营村的困境曾具有普遍性。如何
拔穷根？在深入基层调研后，该市提出，牢牢抓住
党建这一制胜法宝，有效实现党建与脱贫同频共
振、互促共赢。

以“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为载体，承德着力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
化为脱贫攻坚优势，把基层党建活力转化为脱贫
攻坚动力。深入实施堡垒示范、致富先锋、能力提
升、能人返乡、结对帮扶“五大工程”，激发了基层

党员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脱贫攻
坚工作。

2014年，放弃北京白领工作，回村任党支部书
记的刘佩仿计划建设蔬菜大棚，但面对风险，不少
人退后观望。“困难面前，党员先带头。”她带头拿
出10万元，动员党员干部，带领有意愿的村民率先
行动，赚了大家分，赔了村“两委”成员个人承担。

“我负责市场营销，2 名支委负责技术管理，4
名党员每人负责监督生产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城根营的蔬菜很
快畅销北京。放下包袱后，村民纷纷建大棚，建档
立卡贫困户实现产业全覆盖。

让鲜红党旗飘扬在希望的田野上。2016 年以
来，承德通过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各
村党组织发挥在村级事务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
斗堡垒作用，引导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大户和致富
能手，建立各类经济合作社 2047 个、行业协会 51
个、家庭农场459个、农业发展公司113个，各类产
业党支部 230 个、产业党小组 800 多个，在产业链
上从事生产经营的党员有4万多名。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已鸣枪开跑。为
此，承德市委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党
旗红”活动的实施意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
主题，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凝聚推动

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为全面开启“生态强市、魅
力承德”建设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惠民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今天我们共为12家品质企业进行宣传推介，
推出市场销售、研发工程师、活动策划等 64 个岗
位。”5月15日9时，承德大型网络招聘活动在承德
大学生创业园正式启动。现场，主播通过“岗位介
绍+线上答疑+直播投递”三位一体式的实时互动，
精准对接用人单位与求职者需求，提升人岗匹配
率，让招聘会变得“触”网可及。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承德全市将新增
就业4.3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2万人，就业困难
人员再就业 60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
以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0%以上。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党的十八大以来，
承德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年实
施一批民生工程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年均保持在
80%以上。

“十三五”期间，承德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城镇新增就业累计 25.3 万人次，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20.72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

内。城乡居民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
到98%和95%以上。城镇和农村年低保标准提高到
7800元和4800元，分别增长44.4%、71.4%。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义务教育“改薄”工程全
面完成，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 623 所、幼儿园 300
所，中心城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6所、新增学位
1.7万个，是“十二五”末的1.4倍。大力实施医疗卫
生“雨润工程”，选派医师1317名、帮扶209所乡镇
卫生院，培训乡村医生1515名，增加大中型医疗设
备1280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今年，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承德把
为民办实事当作党史学习教育实践课堂，稳步推
进10项民生工程20件民生实事。

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在兴隆县上庄村，每户村民家中堂屋都悬挂
一件“宝物”——家训。家训内容虽有不同，却凝聚
了一个家庭的共同信念。兴隆县为提升人们的文明
素质，以“培育好家风、传承好家训”为主题开展了
系列家风家训活动。

文明是农村建设的灵魂，乡风是美好乡村的
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承德以党建统领，把乡风文
明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为搭建为民服务新平台，
全面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截至
去年底，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6个、文明实践
所 145个、文明实践站 1077个。全市 80%以上的农
村均建立起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一约四
会”组织，通过有效监督监管，将道德软约束变成
了制度硬要求。

紧紧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
线，承德市广泛开展“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身
边好人”等评选表彰活动，评选“十星级文明农户”
2万余户，培树“好婆婆”“新乡贤”等道德典型1200
余人，全市县级以上文明村镇达到60%以上。

乡风淳，乡村兴。在承德，文明乡风正在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不久前，在滦平县周台子村“两委”换届选举
中，范振喜再次全票当选村党委书记。在这个岗位
上，范振喜一干就是34年。

一张缺腿儿的木桌、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一部
没有摇把儿的电话机——在周台子村展览馆，摆
放着 34年前村集体留下的固定资产，见证着当时
村里的窘境。

1987年，周台子村，集体欠外债8万元，人均收
入不足400元。

谁来当这个家？刚从部队退役回来、只有25岁
的范振喜，进入了镇工作组和村 30 多名党员的
视野。

范振喜说：“既然组织和党员们信任我，我就
要干出个样子来。”

为打破困境，范振喜决定把矿权收归集体，先
拿自己开矿的二哥“开了刀”。

这无疑是断了二哥的财路，经过无数次苦口
婆心劝说，二哥终于答应了。

就这样，其他几个小矿

点也和村里签订了承包合同，每年向村里缴纳一
定承包费。村集体当年进账近10万元，垒坝、修田、
栽果树、翻盖学校，村子变了样。

随后，清理陈欠、治理乱砍滥伐，扩稻田，兴建
村办企业……范振喜带领乡亲们把“一穷二乱人
心散”的周台子村，建设成为拥有固定资产 10 多
亿、集体年收入3000多万元的“承德第一村”。村民
人均收入达到3.1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秉持这样一颗公心干事，范振喜赢得了村民
的尊重。

每天，范振喜要吃10多种药物，放在手里就是
一大把。

1991年秋，他被检查出患了“白血
病”。“振喜是个好书记，我
们得救他！”短短
五 六

天时间，全村人就凑齐了10万
元手术费。同范振喜几年都不说
话的二哥，到医院给他捐献了骨髓：

“我不认这个弟弟，但认这个好支书。”
“是乡亲们救了我。”范振喜说，老百姓对

你好，你也得对老百姓好，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
他们。

范振喜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用10年时间，
让全村600多户村民全部住进新楼房；水上公园、中
心广场、村民公园、科技培训中心，一批公共服务设
施拔地而起；全村70岁以上老人不但免费住进老年
公寓，还每月领取生活补助；普通村民可享受养老、
就医等10余项福利和集体收益固定分红……

村集体的实力一天天壮大，而范振
喜却一天天瘦弱下来。他

先后 5次病倒

在工作岗位，3次大手术、4次接到病
危通知。几经生死，他无怨无悔团

结班子带领全体党员群众，硬是
把一个贫困山村建设发展成为
了产业发展多元化、村庄建设
城镇化、居住环境公园化、村
民教育常态化、村民福利多元
化的新农村。

周台子村的“家底儿”越来
越厚，但花钱“抠”得越来越紧。

村里制定和健全十几项规章制度，
大小事项集体研究决定，所有开支

五人联合签字，各类账目清清楚楚，各项
开支公开透明。

30 多年来，范振喜没在村里报销一分钱医药
费，外出也不领补助，每年还主动向村里交纳汽油
费、电话费、陪餐费；村里有十几亿元集体资产，范
振喜的福利与普通村民一样，家人也没特殊待遇；
按照滦平县有关规定，这些年范振喜应得提成上
亿元，可他一分钱都没要，全部归了村集体……

清白做人，范振喜赢得了群众信任：历届选
举，即便因病住院不在选举现场，每次都是全票当
选。“把村子交给他，我们放心！”村民说。

①日前，承德消防官兵到董存瑞纪念馆参观

学习。 河北日报通讯员 蒋向阳摄

②承德市连续实施武烈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正在形成“河畅、水洁、岸绿、景美”的城市长廊。

河北日报通讯员 宗 阳摄

③平泉科技服务志愿者进大棚讲解种植技

术。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环宇摄

承德把努力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之一承德把努力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之一，，便便
捷捷、、顺畅顺畅、、多层次多层次、、立体化的立体化的““路铁空路铁空””交通网络正在形成交通网络正在形成。。

河北日报通讯员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立群摄王立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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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范振喜向前来周台子村参加培训的人
员介绍村子发展情况。 承德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