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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 新突破 新跃升

灵寿县北洼乡灵寿县北洼乡：：坚持党建引领描坚持党建引领描绘绘乡村振兴新画卷乡村振兴新画卷

北洼乡北洼村北洼乡北洼村

北洼乡西孙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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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寿县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现场

灵寿县嘉美石材加工有限公司精美石材展厅

灵寿县兴业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灵寿县兴业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浩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第一次成员大会

党建兴则事业兴，党建强则发展强。近
年来，石家庄市灵寿县北洼乡积极探索党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以产业
振兴为重点，打破常规、因势利导，蹚出了
一条创新机制激活力、统筹资源聚合力、助
推发展添动力的产业发展新路径，描绘了一
幅乡村振兴新画卷。

强化党建引领，创新机制激活力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学习与基层
工作相结合，解决目前发展面临的各项问
题。”近日，灵寿县北洼乡党委书记柳学艺在

“书记课堂”上这样讲道。会议室里，北洼乡
全体班子成员和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聚精会
神地边听边做笔记。

每周三雷打不动的“书记讲堂”是北洼

乡全体班子成员和村党支部书记的“加油
站”。“书记讲堂”初期以乡班子成员讲课为
主，后期创新授课模式，探索性地以村党支
部书记讲课为主，通过此举，倒逼各村党支
部书记积极谋划、主动担当。在课堂上，各
村党支部书记结合本村的短板和弱项谈思
路、说办法，切实夯实村党支部书记直接
责任。

为进一步提升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北
洼乡多措并举，坚持抓班子、强队伍、严考
核。定期举办“两会一团”“干群夜谈会”

“乡贤议事会”等活动，在活动中统一思想、
开拓思路，定期组织乡村干部共同研讨农村
产业发展路径，形成了意见建议 76条、解决
发展难题 38件。同时，研究制定 《乡村干部
绩效考核办法》，开展“双十分”绩效考核机
制，将推动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列为重
要考核指标，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
用，同时对各村每月进行评分，主要以激励
为主，“我要干、争着干、比着干”成为乡村
干部的新常态，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

突出因地制宜，统筹资源聚合力

以前的南洼村以家庭种植为主，主要种
植小麦、玉米等作物。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吹
响之后，南洼村响应政府号召，整合流转土
地 1000 余亩，成立了民富种植专业合作社，
因地制宜地发展中药材、果树、生姜、花生

等特色种植产业，村集体年增收 20 余万元，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带领全村走
上了致富“快车道”。

共同致富的春风不仅吹到了南洼村，更
是吹遍了北洼乡的每一个角落。朱食村利用

“村干部集资+社会资本”资金运营模式，建
成了 80 万斤生姜储存窖和年产 300 吨的辣椒
加工车间项目，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了
地上加工地下储存，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将一二产业深度融合。南湖村因地制
宜、整合资源，积极探索“石材+文化”的新
格局，力求打造特色石材小镇，形成具有工
业生态特色的新型城镇。目前共整合石材企
业 40 多家，统筹 240 亩土地建设用地，统一
建设加工车间。建成后的车间用于对外承
包，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同时，成立由村
集体独资的贸易公司，引导驻村企业发展光
伏产业，为村集体增收40万余元。

目前，北洼乡党委积极推动 9 个行
政村全部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同时
成立北洼乡联合社党委，通过支部联建、资
源共享、抱团发展，形成合力，不断壮大集
体经济。目前，乡级合作联社已经成为北洼
乡固本产业、兴业富民的“新引擎”。

坚持“项目为王”，助推发展添动力

“北洼乡是一个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民
风淳朴的好地方，欢迎你们到北洼乡投资置
业，我们将用贴心、暖心的服务为企业发展
助力。”近日，在北洼乡招商推介会现场，柳
学艺面对台下企业热情介绍，赢得阵阵掌声。

今年以来，北洼乡坚持“项目为王”，
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时刻把项目建设放
在心上、抓在手上，牢牢把握“无事不扰、

有呼必应”的服务宗旨，为
三一众力、石育药包、存信
新材料、兴业奶牛等项目的
建设主动提供服务，确保项
目早投产、早达效；积极做
好交通储备库及消防应急救
援 基 地 项 目 的 地 方 事 务 协
调，确保项目早日动工；着
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以兴
业牧场扩建为契机，致力于
建 设 灵 寿 县 首 家 万 头 牧 场 ，
加快灵寿高端乳制品生产基
地项目建设,奋力掀起项目建

设新热潮。这些项目的入驻，为周边 4 个村
每村每年增加集体收入 30余万元，并新增就
业岗位1100余个。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下
一步，北洼乡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
取，持续放大既有产业优势，推动构建适应
地方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北部，以兴业奶牛
为统领，着力打造奶牛养殖产业片区；在中
部，以生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业发展为龙
头，着力打造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片区；在南
部，以石材加工为主导，着力打造“绿色”
石材产业片区，通过三个片区联动发展，持
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实现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北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