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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乡村振兴示范嘎查村示范作用发挥研究的调研报告 
 

市社保局派驻神水台村驻村工作队和市气象局派驻王窑湾村驻村工作队  王克胜  
谢金民  刘真东  奇俊琴  孔祥晨 

 

    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围绕“五

个振兴”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各项工作向脱贫攻坚聚焦、各方力量向脱贫攻

坚聚合、各类资源向乡村振兴聚集。自驻村以来，市气象局派驻无定河镇王窑湾村驻村工作队、

市社保局派驻嘎鲁图镇神水台村驻村工作队会同旗包联驻村办，深入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和乌

审旗部分嘎查村进行不同区域、不同集体经济实力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嘎查村，采取听、问、看、

查实地摸底调研，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学习和深入思考，对实施乡村振

兴示范作用发挥进行了调研，调研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王窑湾村是乌审旗最南端的一个行政村，该村有 12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 1091户 2973人，

常住人口 1546人，其中 60岁及以上 595人，占 38%；青壮年劳动力 831人，占 54%；16岁及以

下 120人，占 8%，外出流动人口 1319人，占全村人口 44%。现有合作社 6个、农牧业开发有限

公司 3个。神水台村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西南 29公里处，下辖 10个牧业社，户籍总人口 600户

1628人，常住户 390户 920人。其中 60岁及以上 236人，占 14.5%；青壮年劳动力 963人，占

59.2%；16岁及以下 427人，占 26.3%。两个村的主导产业是以种养殖业为主。 

    二、发展现状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党组织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的前提和保

障。从调研情况来看，乌审旗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发展路子，推陈出新，嘎查村党组织正常运

转，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针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文件，但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一些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还比较薄弱，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

会事业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也采取一些措施，目前取得了明显进展，后续从政策引导、产业培

育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措施，实现稳定增长。比如：王窑湾村 2016 年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紧

紧围绕乌审旗“党建引领，绿色崛起”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党支部+企业+合作社的作用，建成

各类大棚 1100多栋，占地 20亩的 10栋现代化育苗中心，年育苗能力 2000万株，现代化设施农

业不断发展壮大。王窑湾村现种植瓜果蔬菜 6000亩，为无定河流域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条件。2018

年建成专家工作站和乌审旗新型农牧民职业培训学校，聘请农牧业专家 13人，年培训人次达 1800

人次，为乌审旗农牧民提升职业技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由于猪、牛、羊肉价格较高，王窑

湾村养殖大户有 4户毛收入过 500万元，全村人均收入超过 3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产

业发展模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一）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相对薄弱。部分嘎查村传统产业是以种养殖业为主，辅助产

业为特色养殖、特色种植及乡村旅游。一是种养殖业未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一二三产业融合度

不高，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大部分嘎查村以种植玉米和养殖牲畜为主，由于土地有限，每户

种植玉米面积已达到极限值，按照目前现状村民在种养殖上增收很难有新的突破，收入值近年来

趋于水平波动，产业发展增长放缓，玉米种植技术及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没有形成新的明确方向。

二是在调整产业优化结构上，思考少，探索实践不够，农牧民增收渠道狭窄，全村经济发展稳步

不前，专业人才匮乏，村民在规模化养殖上，缺少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村级干部中真正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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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技术、懂经营的人少，能够担负起产业发展重任的人不多。三是旅游资源与乡土资源、文化资

源关联度有待提升，对水库、稻田景观园等资源优势尚未凸显，旅游品牌辨识度不够强，蒙元文

化与农耕文化结合得不够好，吸引游客的黏性不强，回头客少。四是基础设施不完善，没有“梧

桐树”招不来“金凤凰”。农村电商平台发展缓慢，现有的优质农畜产品还处在低端的销售模式，

产品附加值不高。 

    （二）嘎查村集体收入来源渠道单一，扶持难度大。一是无集体经营性收益的嘎查村，固定

收入还不够牢固，特别是近年来，长庆石油勘探开采少，部分村庄交通不便，仅靠财政拨付的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额度有限，要形成持续长效的增长机制难度很大。二是全旗嘎查村党员年龄

偏大，影响嘎查村集体组织的决策能力，多数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考虑。 

    （三）村级集体经济增收难度加大，发展后劲不足。一是区域位置好有资源的嘎查村，依靠

工业园区，通过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合作等办法，多渠道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而靠自

然资源开发的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相对滞后。二是随着国家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

大，一些嘎查村不在发展的范围内，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增收后劲不足。三是部分嘎查村发展集

体经济起步难，一些集体经济薄弱嘎查村创办集体经济项目门槛高，与先进嘎查村产业发展上有

一定的差距。 

    四、发展原因分析 

    （一）发展环境的差异是制约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因。一是从调研情况来看，临近

城镇、近郊的嘎查村，得益于优越区域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较为先进的生

产经营理念，村集体经济较为强壮，一、二、三产业健康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较好。二

是位于偏远的部分嘎查村地处偏僻，住址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嘎查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

薄弱。 

    （二）部分村干部群众盲目的攀比心理，阻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步伐。一是从全旗的部

分嘎查村和外出考察调研情况来看，农牧民群众对村级组织的要求以及对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呼

声越来越高，使村干部都抱着“别人都在搞，自己若不搞，对不起老百姓”的态度。二是苏木镇

对所在嘎查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承载能力还不够高，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三）干部群众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是制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因。嘎查村集体发展是

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和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和进行公益事业建设的重要保证。

一是干部群众对发展嘎查村集体经济的认识还不够，思想重视程度不高，部分村干部怕麻烦受气，

不用心。二是群众对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不放心，信心不足，甚至出现只要权益、不要义务、不

愿出钱出力、不闻不问的现象，制约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 

    （四）农村年轻人才匮乏，农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一是目前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也很严重，大部分嘎查村在村务农的人口平均年

龄都在 55 岁以上，年轻人宁可在城里打工也不愿意回家种地。二是在村的农牧民文化程度普遍

偏低，对于现代化的种养殖技术很难掌握，发展现代化规模化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五、思路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发挥联合党建的作用，推动村级产业发展取得突破。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和思想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深度融合实践中彰显党建生产力。通过“三个融合”实现精

准破题。一是推动组织融合，通过推行“县级领导、旗直机关、驻地企业+嘎查村”的“3+1”互

助共建、“小支部+大党委”“社区+嘎查+村”三种模式，全面构建起城乡企党建联合体、区域党

建联合体、嘎查村社区党建联合体纵横交织的基层党建新格局。二是推动产业融合，通过强村带

弱村、资源整合共享、“众筹发展”的模式，把产业雷同的嘎查村形成一个产业发展集群，共同

打造优质品牌，聚集基层党建“新动能”。三是推动服务融合，围绕乡村振兴中心工作，通过党

员服务队、新时代文明实践、“一站式”服务点等模式，激发基层党建“新活力”。四是建立区域

党建联席会议，以先进基层党组织为龙头，明确优秀嘎查村的苏木镇包联领导为召集人，所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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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嘎查村党支部书记和“3+1”互助共建成员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为成员，一月一碰头、一季

一商议，共议区域发展大事、共享先进发展经验，依托强村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区域联动发展。 

    （二）党建引领，推动人才振兴。推动人才振兴，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

一是选优配强基层干部队伍。采取上级选派、跟踪培养、群众推荐等方式，选拔党性强、能力强、

改革意识强、服务意识强的党员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二是把培育吸引具有企业家特质的带头人作

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内容，着力改善农村党员结构，吸纳“致富能手”进入村“两委”班子，

担当带头人。鼓励支持本地年轻人在农村施展才华，吸引在外青年农民、大学生返乡创业，把他

们中的优秀人员吸纳入党，作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后备人才着力培养。三是推进农牧民素质提

升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加大对农村高端人才培养力度，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加强对农村土专家、农村工匠、非遗传承人等人才的培养。实施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发挥涉农教育培训体系的作用，培育一批“土专家”“田秀才”和农村电商

人才、农村职业经理人。 

    （三）注重抓好招商引资，强化品牌支撑。把招商引资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依托

区域优势和产业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农业招商引资和产业化合作开发。一是重点引进和培育扶持

一批科技含量高、产品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大的龙头企业。通过龙头带动，发展订

单农业，带动农户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兴办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

尽快把肉食、精品蔬菜加工业培育成农业主导产业。在农产品销售上，要大胆创新，善于运用网

络以及组织召开产品供销会等现代营销手段，来加强宣传农产品的质量、品质等，以树立品牌，

扩大名牌农产品的知名度。三是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断提高农业市场竞争能力。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是联接农户、企业和市场的纽带，对于提高农户和企业的联系，建立科学、规范、

合理的利益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农业产业结构调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辐射带动作

用。 

    （四）发挥好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训学校的作用，提升农牧民整体素质。一是依托乌审旗新型

职业农牧民培训中心，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联合，通过农闲时间集中学习培训、田间实践具体

指导等方式，强化对农牧民科技培训力度，走科技支撑、培育职业农牧民、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路

子。二是依托王窑湾村的农牧业专家工作站、研究生践习基地或课题研究基地，指导服务全村现

代农牧业发展工作，为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在王窑湾村的顺利实施奠定科技和人才基础。三是采

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每年有计划、有目的、分期分批组织农牧民到现代农牧业和产业化联合

体开展的先进地区学习取经，开拓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识，学习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不

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