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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农村党员干部冬训的创新与思考
□ 姚正安

农村党员干部冬训是江苏省党建工作的传统品牌，已经走

过了三十多个年头，在对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上发挥过积极

的作用，产生过较大影响。

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农村出现了诸如撤乡并

村、流动党员增多、场地缺乏、人才不足、载体不多等现实问题，

部分镇村干部提出了“冬训还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如何搞”的疑

问。

2012年10月，带着这些问题，市委宣传部组织专门班子分

赴镇村进行专题调研，到先进地区学习取经，召开冬训工作研讨

会，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调研中，镇村负责人首先肯

定冬训的作用，他们说，一年一度的冬训让基层党员干部听到上

级的声音，接受一次集中教育，很有必要；冬训也是一个总结当

年部署来年的平台，还是一次交流信息、相互推进的契机，特别

是年龄大一点的党员干部对冬训很期待。但是，他们也分析了既

往冬训存在的不足，比如形式过于陈旧、内容过于单薄，以至固

化为简单的程式，他们概括为“冬训年年搞，年年老一套”，缺乏

新鲜感、时代性和感染力。

综合调研的情况，我们感到，冬训已经步入了困局。

分析形成困局的原因，起码有三个：一是区域的局限性，长

期以来，冬训一直在镇村进行，甚至村与村之间也少有交流，跨

不出小天地；二是人才的限制性，农村人才大量外流，“三八六一

五0”（妇女儿童老人）人员居多，导致冬训缺乏创意；三是信息

的单一性，冬训往往就农村讲农村，就三农谈三农，冬训与宏观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疏离。

如何打破困局，给传统品牌注入活力，使冬训真正发挥武

装头脑、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推进发展的作用？市委宣传部在

吸收传统冬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结对共训、城乡同

学，营造冬训新气象》的方案，得到市委高度重视，市委负责同

志充分肯定方案的新颖性和可操作性。市委办公室破例转发了

冬训方案。

2012年底，一次别开生面的冬训在高邮城乡展开。

基本做法

一是确定结对双方和层次。根据22个乡镇（园、区）经济社

会发展特点，从97个部门单位中选择22个工作职责、服务内容

关联度高的与其结对。同时，进一步明确“三个层次”的结对，即

部门单位党委（党组）与乡镇（园区）党（工）委结对、部门单位党

支部与经济相对薄弱村党支部结对、部门单位的优秀党员与贫

困户党员结对。比如经济开发区土地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就让国

土局与其结对，宣传国土政策，畅通供求渠道；卸甲镇外向型经

济比较发达，就让国税局与其结对，为企业经营者进行点对点、

面对面的服务；龙虬镇水产养殖业发展较快，就让农委与其结

对，帮助包装项目，开展养殖技术服务。突出冬训的针对性，强化

冬训的有效性。

二是规定“十个一”活动内容。策划设计了“十个一”的冬

训内容，结对双方必须共同撰写一份训前调研报告，了解党情

干情，切实解决“训什么”的问题；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加强结

对双方对冬训工作的领导；制订一个方案，做到心中有数，按

图作战，避免随意性；突出一项创新，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

突出创新，保持冬训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互上一堂党课，结对

双方党组织负责人到对方上一堂党课，互通有无，加深理解；

组织一次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冬训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一次走

访慰问，部门单位党组织走访慰问农村党员，特别是贫困户党

员；帮做一批实事，依托部门单位优势，帮助结对镇村做一批

力所能及的实事；整理一套冬训资料，要求文（文字）、图（图

片）、影（影像）齐全；完成一个冬训总结，认真回头看，总结经

验，排查不足。

三是建立督查和评比制度。市委督查室首次将冬训工作列

入市委重要工作事项进行督查，将督查结果计入党建工作考核

的绩效内。冬训工作结束后，按照“十个一”的内容，以台账资料

和基层评议为依据进行评比。

初步成效

三十多年来，冬训一直在镇村进行，与部门单位无关。开

始推出“结对共训、城乡同学”方案时，少数部门的同志想不

通，以为是宣传部门没事找事。但实施以后，结对双方，特别

是部门单位反映很好，参与的热情很高。主要成效有四个方

面。

一是搭建了一个城乡深度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以城带乡，城

乡交流，需要平台，结对共训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国税局局

长刘正群说，如果不是结对活动的平台，我就没有机会走上卸甲

镇的讲台向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宣传税法，也很难广泛听取基层

意见。当然，卸甲镇党委书记也不太可能为我局全体党员干部授

课，全局的党员干部所了解的情况、接受的教育，要比我们平时

多次会议的效果还要好。参与结对的部门单位负责人一致认为，

通过结对调研、讲座、咨询、文化活动，不仅更详实地了解了三农

工作的实际，也是对本单位工作的一次全新的宣传，达到了相互

沟通、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目的。镇村党员干部反映，部门单位

的党员干部给我们送来的不只是物质的，更多的是新理念、新信

息、新方法和新技术，冬训与我们的生产生活贴得近了，靠得实

了。

二是打通了又一个走进农村、走近农民的通道。这些年来，

从上到下，就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开展了多项活动，如“三解三

促”“三下三交三联”，但这些更多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而对部

门单位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还没有明确的要求与具体的活动。

结对共训、城乡同学，不仅要求结对双方主要负责人走基层、上

讲台，还要求一般干部和党员走进农村、走近农民，所以说，结对

冬训打开了又一个通向农村、通向农民的通道。地税局一名中层

干部感言，我们虽然出身在农村，与农村、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但真正深入农村、贴近农民的机会不是很多，整天钻在事

务的圈子里，这次结对冬训中，我到了两户贫困户党员家中，心

灵受到了一次洗礼，他们的物质条件还很差，精神生活也很贫

乏，对他们进行帮扶支持是应该的。

三是兴办了一批实事项目，使群众得到了实惠。“结对共训、

城乡同学”冬训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组织有提升、党员

干部受教育、基层群众得实惠”。参与结对的部门单位除了完成

正常的帮扶任务外，通过向上争取一点、党员干部捐一点、行政

开支挤一点的办法，共为乡镇兴办实事87件，向上争取以及投

入资金共1451.68万元，走访慰问贫困户党员600多人，发放慰

问金近100万元。其中城建局为三垛镇集镇建设、河道建设、改

造桥梁投入224万元；农工办为甘垛镇争取省扶贫项目资金、一

事一议财政补助、扬州财政资金等合计297万余元；农开局为司

徒镇新建农业基础设施、实施农业科技培训争取资金620万元；

经信委帮助城南新区企业项目升级争取资金40余万元；环保局

协助送桥镇向上争取资金建设污水处理管网投入20万元；农委

资助龙虬镇筹建标准化炕房、申报省现代渔业园区投入20万元

等等。

四是在全省率先创新突破，得到上级部门的嘉许。2013年

1月上旬，省和扬州市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现场观摩了郭集镇

冬训，查看了台账资料，听取了结对双方的汇报。他们认为，高

邮冬训的“结对共训、城乡同学”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打

破了城乡壁垒和区域局限，给冬训以新的平台、新的观念和新

的内容，值得向省市推广。在省市冬训工作评比中，“结对共

训、城乡同学”获得扬州市冬训工作创新奖，荣膺省冬训工作

一等奖。

几点思考

对基层党员干部实施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永久的

课题，冬训作为承载这一任务课题的平台和载体，自有存在

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

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随着新型城镇化、城镇一体化的加快

推进，随着农村党员流动性、碎片化的形成，必须以创新的

理念、创新方法谋划和组织冬训，如果固守一隅，抱残守缺，

甚至图形式，走过场，那么，冬训就很难取得实效，也不可能

发挥传统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更遑论对农村经济社会

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为此，面对新背景、新形势、新目标，我们对冬训有三个

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创新谋划冬训。冬训是

农业社会的产物，冬季农村党员时间集中、人员集中、精

力也易于集中，对党员干部进行集中性教育是比较合适

的。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快发展，三个优势都不复

存在，如果仍以传统思维、传统的方法谋划和布局冬训，

显得不合时宜。我们要把冬训放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思考谋划，使冬训具有开放性、时代

性和有效性。“结对共训、城乡同学”正是新背景下新思考

的结晶。农村党员干部需要学习教育，城镇的党员干部也

需要学习教育；农村需要了解城市，城市也需要了解农

村。我们认为，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学习和思想上的一体

化，要打消城乡顾虑，形成一体化的合力。要在共同学习

培训中，让城市居民感受到城乡一体化的好处，也要让农

民看到城乡一体化将对农村带来的崭新变化。城乡二元

结构是思想认识上的二元造成的，疏通思想认识，对城乡

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冬训正是一个极好的

平台和载体。2013—2014年度冬训，高邮市进一步完善

提升“结对共训、城乡同学”，提出构建大冬训工作格局，

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把冬训扩大到全市面上，除明确部

门单位与乡镇（园区）结对外，其它部门单位一同组织冬

训，真正实行城乡同学，兴起冬季学习热潮。

二是要以开放的思维整合资源、扎实的措施推进冬训。长

期以来，农村冬训被看成是宣传部门的事，被视为镇村工作，

即使有极少数农村工作职能部门参与，也是松散性的，组织推

进冬训工作力量单薄。要有效开展冬训工作，必须以开放的思

维，整合各方资源，辅之以扎实的措施。“结对共训、城乡同

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整合城乡资源，或者说是将城市优质资

源向农村流动，使冬训工作“有人做、有钱做、有内容做”，避免

了陈旧、单调和空调。与此同时，还注意整合文化艺术界、社科

界、科学技术界、医疗卫生界以及社会闲散资源（如“五老人

员”），共同参与冬训工作。去年，我们联合各方力量开展了

“八送进冬训”活动，即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籍、送讲座、送技

术、送政策、送服务、送项目，极大地丰富了冬训的载体、形式

和内容，使冬训以崭新的面目展现在基层党员干部面前，给基

层党员干部以综合的信息传输和享受，收到了超乎想象的效

果。

三是要以刚性的制度保障冬训。一项活动能否取得实效，

取决于思维是不是创新、措施是不是扎实，还取决于有没有刚

性的制度保障。制度松则环环松，制度紧则环环紧，制度有力

则推进有力。“结对共训、城乡同学”之所以一经推出，就取得

实效，就在于有一套刚性的制度保障。去年，除了继续执行传

统制度以外（如试点制度、资金保障制度、互查互评制度），还

与市委督查室联手推出了前所未有的督查制度，并且加强训

前、训中和训后全过程督查。训前主要督查调研、方案和领导

小组组成情况；训中主要督查各项活动开展以及受训对象的

反映；训后主要督查台帐资源收集整理和各项任务完成情况。

由于督查认真到位，结对双方，尤其是刚刚介入冬训的结对部

门单位都把它作为重要工作事项来抓，一环不松，一着不让，

步步扎实，步步到位。与此同时，还破天荒地推出评比制度，调

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新形势下，冬训是开放的，冬训是变化的，冬训还是流动的。

以此观之，冬训形式上不应该是一个面孔，内容上不应该是一成

不变，力量上不应该是单枪匹马，载体上不应该是一个会堂我讲

你听。应该年年带着“为什么搞、如何搞、搞成怎样”的疑问，以强

烈的问题意识，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努力做到冬训年年搞，

年年有新招，年年收获新成效。“结对共训、城乡同学”，只是一次

探索，一个创新，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提高的方面。其意义

在于启示我们，冬训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只要坚持贴近时代、贴近中心、贴近实际、贴近发展，勇于探索，

善于创新，努力实践，就能演大戏，演好戏，也一定能演绎出为基

层党员干部所喜闻乐见的时代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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