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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淼，1988年2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现任芜湖市乡村振兴局综合科科长、无为

市开城镇都督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队长。

驻村以后，俞淼紧紧团结、依靠村“两委”干

部，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党建领航、干部领头、产

业领路、服务领先、群众领跑”的“五领共富之

路”，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1年的75万元

增长至2023年的300万元，实现收入翻两番。

同时，他积极发挥选派干部优势，全力争取各项

资金资源，为都督村争取项目资金2000多万元，

共建设了1个党建广场、1个党群服务中心、3个

省级美丽乡村、1个美丽宜居村庄以及文泉公

园、亲子露营地、创富中心等3个文旅打卡点。

驻村期间，俞淼获得“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芜

湖市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

强化班子 狠抓党建

第一书记要突出“书记”的职责，作为书

记，第一要务就是抓好党建工作。“村里已经好

长时间没开展过党员活动、开过党员大会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想着多交几年党费，多听听

党的教诲。”瓦二自然村老党员的一番话让俞

淼认识到农村党建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工作。

抓党建，首先就是抓村班子建设，要让村

干部意识到党建引领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带

动全村党员发挥作用。为了解决好村干部思

想认识问题，驻村第一年，俞淼在村里建立了

“周例会”工作制度，做到会前有学习，会中有

讨论，会后有决策。“俞书记是个非常认真的

人，他不仅自己重视学习，还会指导我们学习，

他给我推荐的两本书对我非常有用，我还听了

他的建议去考了成人本科，现在也能说自己是

个大学生了。”都督村村干部徐刚说道。经过2

年的常态化学习，村干部的学习意识明显提

高。同时，俞淼每年还会组织村干部外出学

习，至今为止，已先后去了湖州、南京等地。

要说加强学习是增强内力，那么考核就是

在外力上下功夫。俞淼到湖州市长兴县取经，

经过反复研究、取其精髓，最终确定了既要“面

子”又要“里子”的考核办法。在“面子”上，都

督村实行“月晒分、季评议”，即每月进行述职，

由镇分工干部、村书记、第一书记进行打分；每

季度结合党员大会，请党员群众进行评分，同

时让村干部进行互评，让工作先进的同志“脸

上有光”，让工作落后的同志“头上冒汗”。在

“里子”上，该村实行“年考核”，结合镇对村各

单项工作的考核结果，按照一定比例量化每名

村干部的年度考核结果，将考核结果同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对管理人员的奖励进行挂钩。这

种“面子”加“里子”的考核办法，激发了村干部

干事创业的激情，各单项工作多次获得开城镇

表扬。

除了要抓好村干部队伍，更要抓好党员队

伍，俞淼认为，“主题党日是凝聚农村党员最有

效的方式，而且主题党日要有一定‘仪式感’，

要让党员讲出来、做出来。不能让党员们做

‘观众’，要让党员们做‘演员’，真正进入角色，

过‘沉浸式’主题党日，要让党员全身的‘鸡皮

疙瘩’都涨起来，才能真切地体会和感悟到我

们建党10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和来之不易的成

绩。”在俞淼的坚持下，都督村每月至少开展一

次主题党日，该村也先后获得“芜湖市先进基

层党组织”“芜湖市‘两应’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称号。

创新发展 主动作为

都督村的农业产业呈现小散弱状态，传统

的水稻、小麦经济效益不高，特色的茶叶、红薯规

模不大、品牌不强，没有好的产业，俞淼就没日没

夜地研究，凡是村内现有的产业他都跑了个遍，

最终确定以红薯粉丝产业为突破口。没有好的

品种，他就带着村民去江苏省农科院求教，同时

邀请农科院的专家到村里现场指导，最终决定引

进“苏薯28”“西瓜红”等红薯新品种进行试点种

植。“刚开始推行新品种新技术的效果并不好，村

民们对专家的指导不买账，认为自己种植了一辈

子的红薯，经验十分丰富，对新技术、新品种接纳

度不高。”面对困难俞淼没有气馁，他拉着几名村

干部首先开始试种。

“俞书记，快来看看，这就是你们合作社试

种的新品种红薯，我算了一笔账，这种红薯，亩

均增产了2000斤，比我们的老品种红薯好多

了，明年我也要跟着你干，可得记得给我留点

种苗啊。”起初对新品种红薯还将信将疑的村

民拉着俞淼的手说。“我们严格按照农科院的

指导，采用新的种植方式，产量得到大幅提

升。经测算，我们亩均投入成本降低了20%，

亩均产量增长了 40%，亩产值达 5000 元左

右。”说到这，俞淼一脸的骄傲。2022年仅种植

红薯一项就给集体经济增收40万元，2023年

都督村红薯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0亩。

芜湖市于2021年底大力推行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工作，俞淼敏锐地察觉到了发展机遇，

他带领村干部率先成立了都督村党组织领办

的毛公集农民专业合作社，村干部带头入社，

该社也从起初的 9户发展到如今的 168户。

2023年6月，都督村举办了合作社第一次分红

大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合作社经营性收入

120万元，纯利润26万元，分红18万元，每股

600元可分红160元，收益率达26.7%。同时，

该村从集体分红中拿出部分资金，按照80岁以

上100元每人，90岁以上500元每人，100岁以

上1000元每人的标准，为全村112名老人全覆

盖送“福”上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都督村合作社获得芜湖市首批“五星级”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的荣誉称号。

一心为民 服务群众

俞淼始终秉承“服务、服务再服务”的原

则，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

根据农村“38、61、99”的人口结构特点，成立了

夕阳红、半边天、红领巾、平安、和美、共富等6

支志愿者服务队，先后自主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0余次，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为群众解决

问题46个。

该村2021年新识别的监测户徐得军身患

肾癌，俞淼第一时间入户了解情况，得知其每

月医药费用巨大，他立即申请启动防范返贫机

制，同时申请“暖冬行动”帮扶计划，共为徐得

军争取到30000多元帮扶资金。同时，他还自

掏腰包为该户购买了“芜优保”，提高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的脱

贫户到外地购药通行不方便，该村伍跃东户就

存在这种情况，俞淼得知后，立即联系芜湖市

医保局以及镇卫生院，通过多次协调，将原本

需要每月坐车到合肥购买的药品直接配送至

镇卫生院，同时为其办理特殊慢性病证，让其

能够在家门口买药还不用多花钱。

“俞书记到村里后，给都督村带来了很大

的改变，他凡事总是亲力亲为，给村干部做足

了榜样，我们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而且带

来了很多资金资源，为都督村经济发展注入了

强劲血液，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老百姓的腰

包实实在在鼓起来了，对村干部的信任度大大

提高，村里的各项工作也比以往要好开展多

了。”都督村党总支书记孙晓山说道。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起扬帆正当时”。如

今的都督村是全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村（全

省20个试点之一）、全国文明村镇、安徽省特色

美食村、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芜湖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芜湖市集体经济发展示范村等。对于

这些，俞淼远远没有满足，“下一步，我们还要继

续整合资源，做精一产，在红薯产业提质增效上

下功夫；拓展二产，不断丰富我们的农产品深加

工品类；做活三产，整合村里丰富自然和历史人

文资源，发展研学、培训、民宿等新型经济，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拓宽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渠

道。”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要抓住每一个发展

的机遇，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

年干，努力绘就一幅‘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

乡村生活新图景！”

“农”墨重彩写人生 情系乡村续华章
——记无为市开城镇都督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俞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一、找准坐标点，“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矢志不渝的坚守服务为民。一是定位

“驻村”，强化主人翁意识。要找准工作定位，

摆正自己的位置，将自己作为村里的一份子，

置身于群众之中，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接地

气、听民声，做到心为民之所系，利为民之所

谋。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善于发现问题，直

面问题，主动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做到不回避、

不推诿、脚踏实地，做到履职尽责、身体力行为

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二是定位“第一”，强化

责任担当意识。作为第一书记，要主动作为，

树立大局观念，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与省、市各

项要求结合起来，把二十大精神贯彻到基层工

作的各环节、各方面、全过程，结合工作实际，

认认真真谋划、踏踏实实推进，形成实实在在

的效果。三是定位“书记”，强化党建引领意

识。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抓住基层党建这

个“关键点”，始终把抓党建作为促进乡村振兴

的重点，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二

十大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抓准切入点，“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以坚韧不拔的干劲奋勇向前。一是融入

乡村，掌握村情。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要深入

了解农村现状，掌握农业生产基本规律，准确

把握农村相关政策，既要横向比较周边地区农

村情况，也要纵向学习先进地区农村发展经

验，做到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真正深入到

基层党员群众当中，深入到田间地头，与党员

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认真倾听来自

基层党员群众的真实声音，切实做到心中有

数、知根知底。二是融入队伍，建强班子。作

为第一书记，要放下架子，虚心向村“两委”干

部学习，学会如何处理基层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扬长补短；要发挥选派干部优势，在知识水平、工

作能力等方面，弥补村干部的不足，支持村干部

工作，关心村干部生活，切实解决村干部难题，打

造一支不走的工作队和能干事、干成事的村“两

委”班子。三是融入群众，培育感情。作为第一

书记，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紧

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联系协调相关部门，在

民生工程方面予以大力支持，让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证、更可持续。

三、瞄准关键点，“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以披荆斩棘的斗志攻坚克难。一是瞄准产

业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深入推进党组织领

办合作社，帮助选派村积极创建省、市级乡村党

员实训基地，打造“红色课堂+绿色课堂”等特色

课程；整合村内民宿、农业产业，深入挖掘“毛义

故里”孝道文化，大力开展农事体验、亲子活动、

研学教育等活动，深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真正

实现产业兴旺。二是瞄准乡村治理，激发人民创

造活力。大力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以农村

信用建设为切入点，将信用文化融入文明公约、

村规民约和家规家训等日常规范；开展“积分制”

“信用超市”等信用建设，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垃圾分类、常态化疫情防控

等工作中，充分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

瞄准绿水青山，推进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规

划，大力改善群众居住和生活条件，统筹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全力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复工作，强化多规融合和规划引导，

促进各类土地资源要素有序流动，提高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

（本版稿件由省选派办提供）

驻村干部“三个务必”就是三个支点
——无为市开城镇都督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俞淼心得体会

俞淼参加无为市民俗文化节农产品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