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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寿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小到普通科员

寿光千余干部下农村查问题
本报 9 月 16 日讯(记

者 于潇潇 董惠) 1 6

日，记者从寿光市政法

委 了 解 到 ， 从 9 日 开

始，寿光市大到寿光市

委副书记、副市长，小到

普通科员，共千余人加入

到驻村干部队伍当中去，

并计划用四个月的时间

开展“突出问题大排查、

矛盾纠纷大调处、重点区

域大整治”行动。

寿光共有 103 万人

口，其中农业人口达 70

万。针对多年来农村发

展过程中的一些热点、

难点问题，寿光市决定

派驻千名市、镇两级干

部，大到寿光市委副书

记、副市长，小到普通

科员，都加入到驻村干

部队伍当中去，在融洽

干群关系的同时，缓解

农村矛盾。据了解，这

是近十年来，寿光派驻

干部下基层规模最大的

一次。

“下去的干部要先

做学生”，寿光市政法

委副书记贾继福告诉记

者。这次“千名干部下

基层”的人员以素质较

好但缺乏基层工作经历

的年轻干部为主体，他

们首先要下基层进行

“学习”，广泛地了解

民意民情，发现问题；

然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对

症施治，协助当地干部

切实解决，这次行动将

历时四个月。

记者在一份驻村干

部名单上看到，西石村

组由寿光市粮食局副局

长、寿光市残联科员、

街道派出所科员、街道

社区办副主任四名工作

人员组成。记者了解

到，下基层的干部们提

前对部分村子做了许多

排查功课，针对排查出

来的问题，寿光市组织

部指定了部分具有农村

工作经验的干部作为

“组长”，组员则主要

由年轻干部构成。

“这样“以老带

新”的工作组合，既有

助于对年轻干部的锻

炼，让他们从前辈身

上、从基层学到很多平

时无法掌握的知识和经

验；更有利于加大农村

工作力度，促进农村问

题的解决。”贾继福

说。

“多年的难题，有指望了”
“我们村三产服务业开

展缓慢，多处黄金路段土地
闲 置 ； 建 材 市 场 有 待 改
造”、“部分村民承包土地
到期，拒不交回承包地”、
“村干部法制观念和意识淡
薄，村级事务管理混乱，账
目不清。”

9 月 16 日，记者在寿光
多个乡村采访了解到，像这
样的农村遗留问题，关系村
民切身利益，却因种种原因
一直得不到解决。稻田镇前
村的李文江告诉记者，村民

原先所有土地多年来一直是
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
因而田地多为南北布局，但
种植大棚后，南北布局的土
地不利于采光等大棚种植需
要，但多年来村里土地却未
重新调整。“听说，这次市
里来领导主要就是解决这方
面的问题。这么多年了，总
算是有指望了。”对此，贾
继福告诉记者，这主要是由
于寿光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引
发的问题，现在驻村干部与
当地领导班子已经商讨出解

决方案，到月底就能看见成
效了。

“现在，干部下基层，
整个工作还处于调查摸底的
第一阶段，整个活动持续 4
个月，到底效果怎样，还要
听听村民的声音。政府无论
从人力还是财力上对这次活
动下了大决心，就是希望借
助这次契机，帮助村班子探
索建立问题排查的长效机
制，切实维护农村和谐稳
定。”贾继福说。

本报记者 董惠 于潇潇

干部驻进村
带来新思路

9 月 16 日，记者来到寿

光稻田镇张家营村村委办公

室，驻村干部朱寿东正与村

里领导班子商讨土地调整方

案。“村里由于 10 多年未调

整土地，村民意见很大，但由

于涉及范围大，村民意见不

一致，多方利益难以协调，仅

仅靠村里领导班子，问题一

直以来没能得到解决。”前村

党支部书记李金龙，接管该

村还不满两年，农村工作开

展难度大，自己也是深有体

会。

“但市直干部来了后，听

取各方意见、走访村民，在短

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掌握

土地主要问题后，对土地进

行了重新核实及丈量，而且

拿出解决方案，并已进行了

多次修改。”李金龙面对多年

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遗留问

题，在短短时间内看到成绩，

自己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告

诉记者，市直干部驻村，无论

从政策把握还是工作协调

上，都为村里问题解决提供

了新思路、新办法，对村民来

说，是福利。

本报记者 董惠 于潇潇

16 日，稻田镇张家营村村委办公室，村支部书记李金龙正与驻村干部商量土地调整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