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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领导人两次来青海,心系青海的发展和青海各族人民的民生大计,让绿水青山造福人民泽

被子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的定海神

针,为青海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力推动了搬迁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助推解

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法宝和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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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leaders have visited Qinghai twice, with a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Qinghai and the 

livelihood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Qinghai. They have made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benefit the people 

and benefit future generations. They have adhered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promote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Qinghai'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Qinghai'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relocated areas, assisted in solving regional overall poverty, and become 

a ideological weapon and key measur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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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班

彦村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贯彻落实党中央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指示,举全村之力明确发展

目标,从多反面采取有力举措,推动当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发展,农民全面改变,成功谱写了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班彦村基本情况 

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坐落于互助县东南部,地处六盘山连

片特困地区,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8个社369户1396

人,其中土族人口1368人,2015年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183

户720人,贫困发生率为52%。特别是五、六社129户484人原来居

住在距现住地5公里远的沙沟山山梁沟坡间,那里,人均耕地少,

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2015年底全村人均收入仅有2600元。 

面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现状,2016年,互助县委

县政府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投资3617万元对班彦村五、六

社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2016年8月,国家领导人视察

青海期间,专程前往正在建设中的班彦新村,考察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互助县整合省市县各类资金,主要实施了村级基础设施建

设、配套设施、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等项目建设。短短几

年,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2017年4月,班彦村五、六社129户484人完成易地搬迁,2017

年底,班彦村顺利实现脱贫,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309元。

为改变班彦村贫困面貌,落实国家领导人指示精神,实现“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易地扶贫搬迁发展目标,全村大力发展

村级产业,2019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0574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32.5万元,班彦村逐步成为村貌整洁、能源清洁、产业聚

集、绿色环保、乡风文明、感恩奋进的时代新村。2020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达到11419元,是2015年底搬迁前人均可支配收入

2600元的4.4倍,年均增长2283.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首次突破

百万,达到106.9万元。班彦村先后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省

级乡村振兴战略示范村”“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和“市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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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范点”。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班彦村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五年之后的班彦村,在党的领导下,在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引

领下,实现了从贫困村到小康村、从“山大沟深落后”到“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巨变。 同时也为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作出有效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青海互助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得以生根开花结果,是国家

领导人来青海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2 主要做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指

示,互助县委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长任第一副组长,

其他6名副县级领导任副组长、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和五十镇党委

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县委班彦村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小组,并派

出精准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驻村,深入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主要采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做法： 

2.1以强化党建引领为着力点,促进乡村组织振兴。一是扎

实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大力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造了“党恩惠泽,奋进班彦”主题教育感

恩基地,综合运用观摩、讲授、体验等教学方法,展示班彦群众

在党旗引领下脱贫攻坚,建成小康迈向富裕的奋进之路。 二是

打造了五十镇班彦村“携支部共建、促乡村振兴”特色党建品

牌,通过与知名企业、非公党组织以及有意愿为班彦村发展助力

献策的各行各业的党支部建立结对共建关系。 截至目前,已有

25个结对共建支部帮扶,为班彦村群众办实事42件,切实推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三是坚持以抓党建促脱贫为

引领,紧盯“三年集中攻坚、两年巩固提升”的总体目标,强化

攻坚举措,聚力脱贫攻坚,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清零”,村集

体经济率先破零,民生短板逐步补齐。四是积极发展各类村级组

织,成立了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刺绣(盘绣)协会等群众组织,

吸纳本村群众参与到各个组织的日常运营中,引导群众实现自

我价值。 

2.2以增加农民群众收入为抓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立足

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盘绣研发、酩馏酒酿造、农

家乐等多种产业,逐步形成八大产业雏形。一是在新村东面建设

八眉猪养殖小区,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八眉猪养殖产业,新村搬迁

户户均年累计增收3000元；累计接收各类订单54000余件,收入

213.5万元,产业户户均增收1.5万元,2019年被全国妇联命名为

“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三是投资200余万元,建成班彦酩馏

酒坊,通过打造“班彦”酩馏酒品牌,带动酩馏酒酿造农户10户。

四是投资100余万元,在新村对面建设了5座节能果蔬采摘温室

大棚,种植特色果蔬,吸收劳动力20余人,形成休闲观光销售产

业链,村集体经济年收益3万元；五是投资100余万元在搬迁旧址

建设综合养殖场一处,养牛200头、羊200只,实行合作社+农户形

式；六是投资300余万元,建设集农事体验、植物认知、休闲观

光、培训、采摘、摄影为一体的生态农庄,同时,投资50余万元,

扶持11户农户建设农家乐、民宿院,已建成农家乐7家、民宿院4

家；七是打造电商服务平台并建设10间商铺,廉价租赁给10户贫

困户发展商铺经济,同时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 

2.3以改善农村环境为重点,促进乡村生态振兴。一是2018

年以来,在班彦村累计投入2000余万元项目资金,配套实施了

“三化三通”工程,完成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二是投资

1300余万元修建班彦新村集中养殖区和污水处理站一处,解决

了群众生产生活排水排污等问题。三是投资1750余万元,在班彦

新村后山打造了3500亩感恩林、连心林,投资210万元实施了村

庄绿化工程。四是在旧村实施了天然气入户工程和3000米的土

墙换砖墙项目,通过墙面粉饰,充分融入土族元素,整体提升班

彦村村庄形象。五是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积极

开展河道治理,改造提升班彦“感恩泉”,对周边及全村“六乱”

现象进行彻底清理整治,实施了整村外风貌打造、346户农户厕

所改造、乱点整治等,全面提升了村庄形象。 

2.4以弘扬土族民俗文化为基础,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一是

大力发展民俗接待、土族轮子秋及安召舞展演等文化旅游产业。

以新时代农民实践站、农民大讲堂为平台,以各类节日庆典为契

机,组织开展班彦酩馏酒展销、“青绣”盘绣大赛、香包大赛等

文化活动,200余名妇女携带600余件作品参与评比,50名“手工

能手”受到表彰奖励,既丰富了班彦群众文化生活,又对外宣传

了土乡民俗文化和班彦旅游品牌。二是修建了630万元的村级便

民服务中心,内部设有班彦村史馆,展示村史、档案、荣誉、历

史文物、民风民俗等,进一步扩大了班彦品牌效能,成为省市县

各级单位爱国感恩教育基地。同时,班彦村与省市县各级党校、

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共建培训基地,先后被确定

为青海师范大学“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青海省农村干部学院

教育示范点等。三是新购置图书1000余册,对班彦村级服务大厅

图书阅览室进行规范化布置,配齐了桌椅、书橱、电脑等办公用

具,极大地方便了村民阅览、学习。 

2.5以提升群众综合素质为根本,促进乡村人才振兴。一是

通过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到目前为止,班彦村70%以上青壮

年劳动力和部分妇女同志掌握了挖掘机、电焊、烹饪、刺绣等

专业技能,有效促进了盘绣制作、劳务输出等产业的发展,群众

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全村4个合作社,7名能人大户示范带动作

用明显,累计实现就近就业300余人次,人均增收超过6000元。二

是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实现优秀人才从乡村流出再到返回乡

村的良性循环,目前班彦村已设立3名大学生公益岗位,服务于

班彦村各项村级事务；聘任了14名贫困户为生态护林员或保洁

员,户均增收1万元。三是积极争取实施了投资632万元,功能齐

全、设备完善、教学环境优美的班彦幼儿园建设项目和投资498

万元的班彦村创客基地项目。 

3 经验启示 

班彦村的变迁,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助力脱贫奔小康的

缩影,班彦村的巨变为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也为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带来以下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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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提高基层治理能

力。以强化党建引领为着力点,促进乡村组织振兴。大力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打造了“党恩惠泽,奋

进班彦”主题教育感恩基地；打造五十镇班彦村“携支部共建、

促乡村振兴”特色党建品牌,；坚持以抓党建促脱贫为引领,聚

力脱贫攻坚,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清零”,村集体经济率先

破零；大力发展各类村级组织,逐步提升群众“造血”功能；坚

持村民自治管理原则,提升了村级综合管理水平,乡村治理效能

明显提升。班彦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成功经验表

明,在农村网格、农民合作社、产业基地发展等方面必须要以党

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在各方面的核心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在带领村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做细群众工作解决矛盾

问题。 

3.2乡村振兴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打开贫困群众“心结”。

立足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盘绣研发、酩馏酒酿造、

农家乐等多种产业,逐步形成八大产业雏形。村民收入大幅增

加、村集体收入提升。班彦村的巨变表明：经济的发展能带来

思想的发展,村容村貌的改变能引起精神面貌的改变,要坚持经

济发展引领。  

3.3经济振兴必须要抓住特色产业,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班彦村紧紧抓住盘绣制作、酩馏酒酿造、特色养殖等,发展短期、

长期互补的9大特色产业,既实现了短期减贫成效,又为稳定脱

贫成果,实现贫困村、贫困个体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该经验

表明,产业扶贫要处理好短期扶贫和长期脱贫的关系,在产业布

局上要注重短中长期组合,以“立竿见影”的短期产业为农民

增收,增加村民的信心和资金积累,以具有竞争力和自生能力

的中长期产业发展,提升村民的人力资本和发展能力,确保长

期致富。 

3.4人居环境必须要坚守绿水青山,打好“生态”牌。以改

善农村环境为重点,促进乡村生态振兴。配套实施了“三化三通”

工程,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100%,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修建班彦

新村集中养殖区和污水处理站,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排水排污

等问题；在班彦新村后山打造了3500亩感恩林、连心林,实施了

村庄绿化工程,实现了班彦后山及村庄周边绿化美化,在旧村实

施了天然气入户工程和土墙换砖墙项目,整体提升班彦村村庄

形象；积极开展河道治理,对“六乱”现象进行彻底清理整治,

全面提升了村庄形象。 

3.5共同富裕必须要所有人齐心协力,让每一位集体成员有

获得感和归属感。班彦村特色种养、盘绣研发、酩馏酒酿造、

农家乐等多种产业共同推进,就是为了让有不同特长的村民在

不同产业中获得成就。敢闯敢拼者给予资金扶持一展身手,踏实

肯干者纳入各类产业,一技之长者创造劳务输出机会,弱势群体

者安排公益岗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所有劳动力在乡村振兴

建设中有事做、能致富、爱奉献,能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在集体中

有个人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综上所述,班彦村在努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通过

强化党建引领为着力点,以增加农民群众收入为抓手,以改善农

村环境为重点,以弘扬土族民俗文化为基础,以提升群众综合素

质为根本,成功促进班彦村的乡村组织、产业、生态、文化与人

才全面振兴。对于未来乡村高质量战略发展,必须要以党建为引

领,充分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大力发展经济,打开贫困群众“心

结”抓住特色产业。始终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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