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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格新闻背景

县乡干部培训是全国难题
长期以来，市、县尤其是县级干

部教育培训主渠道，受环境条件限
制，优质师资相对缺乏。普遍存在着
培训层次不高、水平低、质量差等问
题。这成为制约基层干部能力和素质
提升的一大瓶颈。

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难题，省
委组织部在全省开展了“名师送教”

行动。
截至目前，省委组织部直接组织

送教 3 00场，培训基层干部 53000多
人次，覆盖了全部 17个市，受到基层
党委政府、参训干部的一致好评。而
在师资方面，目前已建立了 734人的
省内外“名师库”，市级名师库也达
到1743人。 (郭静）

在莒南王家大庄分会场，大家正在专心听报告。 本报记者 郭静 摄

“以前这样的报告很难听到。”8月7
日上午，莒南县涝坡镇王家大庄村支书
王怀军说，“村官是不大，但现在形势发
展太快，不学习、没文化，干啥都不行。”

他所指的“这样的报告”，是省委

组织部“名师送教”行动中的一场报告，
也是整个行动的一个侧影。报告由省委
政研室巡视员、省社科联副主席孙建生
主讲，主题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推进区域蓝色经济发展”。

“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涝坡镇党委书记牛司正今年37

岁，第一学历是大专。8月7日一早，他
就赶到了县委招待所的大礼堂。讲座
中，记者看到，他神情专注，不时俯首
记录。
“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这些东

西。”课后，他告诉记者，这些名师就像
及时雨，“需要什么送什么，不懂什么
讲什么。比如莒南县近海临港，如何抢
占蓝色经济发展的区域优势地位，如
何借此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正
是我们迫切需要具体了解的。”

“送教直接送到基层，这在之前很
难想象。”莒南县委书记张凯说，请来
的专家都是某一领域内的高端人士，
如果没有这个行动，要请这些专家并
不容易。

据了解，这次送教行动围绕莒
南县区域蓝色经济发展，聘请了四
位“名师”。除孙建生外，还有省委党
校副校长王延超，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万利国和
安丘市外贸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海燕。

“有名师指导，底气更足了”
8月7日上午10点，记者赶到王家大

庄村委时，院落里很安静，在一个40多
平米的会议室中，30多个村“两委”班
子成员和村民代表，通过远程教育中
心的多媒体转播，正在听孙建生的讲
座。
“我们村里个体经营户多，他们都

想多了解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市场变
化，所以一听有这么高层的专家讲座，
很多人都开着小车来听。”王怀军说。

离王家大庄不远的高家柳沟社区
中，也正上演着同样的一幕。“小村官
也得有大学问。”村支书沈德喜说，“现

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村官只要
维持好稳定就算完成了大半的任务，
现在不行了，还得发展村里经济，要不
老百姓根本不买你的账。”
“眼界要宽，懂得要多，要不干啥都

白搭。现在有这么多名师指导，心里底
气更足了。”沈德喜说。
“与此前的行动不同的是，这是自

去年下半年实施‘名师送教’以来，第
一次‘打包’送教。”省委组织部干部教
育处处长白皓说，他表示之后还会根
据各市县的情况和需求，继续“打包”送
教，进行系统化的授课。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省委组织部在全省推出了“名师送教”行动，采取“省送市县、

市送县乡”的形式，直接把高端师资送到“一线”。近日，他们又采取“打包送教”的形式，

围绕莒南县区域蓝色经济发展，聘请了四位专家授课。

“需要什么送什么，不懂什么讲什么”

名师送教
让基层更智慧
本报记者 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