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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现在一天工钱 30 多元，加
上土地流转的租金每年1200元，再
加上在这里喂羊每月能挣 1000 元，
三项加起来，一人一年挣近两万元
了。这要感谢俺村有个好支书！”8
月14日，在界沟镇范庄村的养羊场
里，村民董秀英高兴地说。

董秀英所说的“好支书”，是
村经济能人、现任党支部书记付永
华。他早年一直在外地从事钢构生
意，去年，家乡吹响脱贫攻坚“冲
锋号”，他毅然返乡，相继创建养
羊场、脱水蔬菜基地，带动村里 80
余户贫困户脱贫。

近年来，虞城县深入实施人才
强县战略，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高
质量发展，并加快虞城籍各类人才
向脱贫攻坚战场集聚，从“引进高
端博士人才”到“选对党建带头人
才”“唤回归乡创业人才”三个方
面突破，围绕解放思想，围绕人才
展开高质量党建。引进高端人才，
着力集聚一批高层次、高技能人才
（团队）；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让
优秀的党员干部成为基层的坚强战
斗堡垒；大力实施以资金、技术、
人才、项目、信息等返乡为主的

“人才返乡工程”，通过大力调整产
业结构，扶持产业发展、提供小额
担保贷款等方式，帮助创业实力
强、有回乡创业意愿的外出优秀人
才找准创业方向，进行“项目回
引”，以人才大战略夯实了党建基
础。

“虞城县把人才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和脱贫攻坚的重要资源，形成人人渴望
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
人尽展其才的局面，从而成为了虞城发展
的内驱力。”生物学博士、虞城县高新区副
主任韩亚伟说。

近年来，该县围绕党建育人才，厚植
人才热土。以“引”为先，着力打造人才
集聚洼地。着力构建人才比较优势，千方
百计招贤纳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人才工作的意见》《高层

次人才引进培育办法》等，“培植”人才引
进“政策梧桐”。县委书记朱东亚亲自带队
赴沪开展“招硕引博”活动，通过签约柔
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43名，其中博士 14名。
同时，在全县建立 5个高层次人才引育基
地、两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把 52名技
术拔尖人才分成 4 个专家服务团，开展

“进企业送技能”集中服务。县委、县政
府从北京、上海成功“挖”过来农业博士
韩亚伟、金融博士赵志亮、水博士孔令为
3 名博士到虞城挂职。赵志亮在郑州设立
了融资工作组，将县里年轻干部安排至省
住建厅等单位锻炼，为虞城培养金融后备

人才 10 余名；虞城籍同济大
学博士后孔令为将浙江环境
治理经验在虞城加以推广，
进一步深化了院地合作；农
业博士韩亚伟投身全县循环农
业、污水治理和高科产业，农民
芍药种植面积大幅度攀升，10多
家企业成功申报高新企业……

8月 15日，虞城县召开了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筹备会，提出了引进人才要坚
持四个结合，即坚持引进“高精尖”人才
与引进急需紧缺人才相结合；坚持刚性引
才与柔性引智相结合；坚持引进人才与引
进项目相结合；坚持集中引才与长效聚才
相结合。要大力创造留人环境，人才既要

引得来，又要
留得住。集中

宣传人才政策、集中展示人才成果、集中
招才引智、集中促进人才项目落地。通过
这次招才引智大会，打造虞城宣传人才政
策的平台、展示人才工作成果的平台、集
中招才引智的平台、促进人才项目合作对
接的平台。着力集聚一批高层次、高技能
人才（团队）。

“2000多人的村子，天天都有让人操心
的事情。我是村支书，大事小事都得管，
而且还要管好。”8月 15日，虞城县店集乡
魏堌堆村支部书记毕远峰说。

毕远峰在魏堌堆村长大，18岁离开家
乡到北京创业，做过司机，干过商贸。多
年打拼，毕远峰成了乡亲们眼里的“北京
大老板”。2012年，他回到村里办了家食品
加工厂，取名“民与丰”。带动村里不少贫
困户改种特种玉米和荠菜，亩纯收入达到
2500元以上。2015年 8月，毕远峰全票当
选魏堌堆村村支书。成立了魏堌堆村精准
扶贫专业合作社，全村107户贫困户全部入
社。眼下，总面积 6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
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产值将达到 2000 万
元；田庙乡后刘村建立完善党员固定活动
日制度，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

“学”字上下功夫、在“做”字上做文章，
村支部、村委会7名委员结对帮扶户精准扶
贫 42户重点贫困户，29名党员辅

助帮扶 29户贫困户，成立了
虞城县虞北果树种植合作社，
每季度分红一次。该村先后

被评为省基层党建示范站点、省
远程教育示范站点和省级基层党支部。

把人才选准，是基层党建的基础和基
石。近年来，虞城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让优秀的党员干部成为基层的坚强战
斗堡垒。把人选准，选优配强乡村干部，
围绕选“政治红人、经济能人、社会贤
人”要求，加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
坚持“村内选、上级派、社会招和以老带
新”。派优驻村第一书记、名誉村长、帮扶
队员，把单位最优秀的干部派到脱贫攻坚
主战场。把路找对。就是紧紧围绕贫困户
增收和发展村集体经济，做好转移就业，
做强做大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抓好社会
事业。把事管严。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
严格按党性原则办事，按政策法规办事，
按制度程序办事，在政治上用规矩明方
向，明辨是非、令行禁止；在工作上用规
矩促有为，严格程序，一丝不苟；在生活
上用规矩树形象，防微杜渐、守住底线。
把风扶正，推动立德践行，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
范机关。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推进模范
家庭、模范社区建设；发挥党员作用，正
党风、淳民风、树家风。

利用乡镇换届，选优培强乡镇领导班
子，特别是乡镇党政正职。结合村支部换
届，出台了《关于选优配强农村党支部书
记的意见》，突出“三有三带”标准（有理
想信念和奉献精神，能带给希望；有经济
头脑和致富本领，能带领发展；有良好品
行和公道之心，能带来和谐）。同时，为每
个贫困村储备 1至 2名后备干部，为脱贫攻
坚注入“源头活水”。加强日常督导考核，
对县直单位在岗不在状态的“帮扶干部”

“名誉村长”进行调换，树立在脱贫攻坚一
线考察干部、识别干部的正确政绩导向，
促进干部能上能下。

另外，把政治站位不高、担当意识不
强、工作能力不足的“两委”干部换下
来。换届后，该县选举产生 3413 名“两
委”干部，新当选支部书记233人，新当选
村委会主任 306 名，

新当选其他“两委”成员 1604名，组织开
展村 （社区）“两委”干部集中培训、宪
法宣誓活动，提高了 （社区）“两委”班
子的履职能力和服务群众意识；从返乡农
民工党员、青年农民党员中培育后备干
部；坚持微权力治理，抓小抓早、防微杜
渐，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

“以前俺村领导班子涣散，也没人管。
孙银亮主持工作后，俺村比以前变化多
了。”寓贤集村民孟献军说。47岁的孙银亮
一直在外经营大蒜生意，2017年上半年村
里原领导班子因故解散，村民们一致推选
他担任村主任。他说，要干就干出个样
子：流转了 400 余亩土地，种植芍药 70
亩、荠菜 100亩和其他药材 60余亩，小麦
新品种培育 200亩。248户贫困户全部加入
村精准扶贫种植专业合作社，年底每户分
红不低于 1200元，并且农户在合作社打工
每天还可挣50元。

2017年年底，该县在政府网上对外发
布了《致虞城籍在外人才的倡议书》，点燃
了虞城籍在外工作人员的乡愁。怎样能让
老家走出贫困，让老家富起来，成为了他
们新的梦想。再加上宽松、优惠的投资政
策，促使他们回乡创业，为虞城县脱贫攻
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乡创业以来，我没少得到县返乡创
业领导组的支持，有时县领导还亲自来指
导工作，有县里的政策机制保障和产业平
台的支撑，我们还怕啥。”2015 年回乡创
业的利民镇蔡庄村民朱婧源信心满满地
说。

朱婧源大学毕业后回乡，流转土地560
亩，种植玫瑰 10余万株，2016年成立了种
植养殖合作社，85户贫困户已有 30多户自
愿加入合作社，长期在合作社上班的工人
有 30—50人。在玫瑰花收获的季节，每天
可达 200人，其中妇女 140人，工人工资每
月2000—3000元。

为吸引更多人才回归，该县以建设
“人才强县”为目标，动员、鼓励和吸引高
学历、高层次的本土人才回乡创业；运行
好“虞城人才”微信公众平台和“天南地
北虞城人”微信交流平台，把本县老党
员、道德模范、社会工作者、经济文化能
人等各方面优秀人才力量凝聚起来，在各
行政村和社区成立乡贤理事会，作为虞城
在外人才的日常沟通联络、信息发布、招
才引智的平台；各乡镇成立人才返乡创业
服务中心，把返乡创业人才作为培养选拔
村干部的主要渠道，优先从政治觉悟高、
带富能力强、群众口碑好，愿意加入党组
织的企业家、专业合作社领办人、家庭农
场主等人才中发展党员，对培养成熟的，
及时充实进村“两委”班子，着力打造

“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全国《第三批

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虞城县被国家认定

为我市唯一的第三批返
乡创业试点县，为该县
提出的“乡村振兴，争做新时
代先锋”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
膀。

“在县里的返乡创业政策支持下，我现
在建有标准化温室大棚 80 个、春秋棚 70
个，养殖种植一体化露天散养鸡场2座，容
纳 5万只蛋鸡的标准化养殖场 1座，用地从
贫困户中流转，再聘他们来管理，常年带
动 500多名村民就业，每人月增收 2000元
左右。”全国优秀农民工、虞城县返乡创业
青年、郑集乡褚庄村民褚献委说起创业的
事情滔滔不绝。

在虞城县，像褚献委这样的返乡创业
成功者比比皆是。许多的在外成功者变成
了家乡的“企业老总”，许多的打工者变身
成家乡的“小老板”，许多一技之长的务工
者变身成家乡企业的业务骨干……

该县人社局一份资料显示了农民工返

乡创业的基本情况：扶贫工作开展以来，
全县共扶持返乡创业人员 12347 人，创办
各类企业 8458家，其中 3家规模以上企业
年产值在 9.9 亿元以上，带动 5 万多人就
业，吸纳 4100 名贫困人员就业。去年以
来，设立返乡创业投资基金 2000 万元；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015亿元，对 1650名
创业人员进行了创业培训，投资兴办了种
植、养殖、建筑、加工、维修、服务等方
面的创业项目。返乡创业农民工逐年递增
并释放出创业创新正能量，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影响不断扩大，正日益成为推动虞城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宝贵财富和重
要力量。

引进高端博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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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准基层党建人才

激活回乡创业人才

专家教授走进社区宣
讲十九大报告

李老家乡丰楼村开展
“党员+”支部活动

返乡创业大学生朱靖源在自己创建的玫瑰园里劳动

田庙乡石庄村第一书记张卫兵入户帮扶。

博士赵志亮 （右三） 与乡村干部研究
乡村振兴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