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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课表干货满满首开先河首开先河

“特色”课表灵活生动

以“中国支书第一班”为发

端，我市将提升村社干部学历、能

力作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

性、战略性工程来抓。除浙师大

外，我市还与浙江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苏州干部学院等高校联办

“头雁”培训班，累计选送17批次、

2500余名村干部进修培训。

对比不同时期的课程表，我

们可以看到村支书培训的内容并

非一成不变，而是追赶着时代的

浪潮，不断迭代升级。

1996 年，我市举办首届中国

五金博览会，市场外向度不断拓

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浪潮经济

席卷而来，《国际贸易》《法学概

论》等课程应运而生。

2000 年，在电脑逐渐演变成

为生产工具的趋势下，增设《计算

机应用》等课程化解村干部不会用

电脑的尴尬，极大提升办公效率。

21 世纪初，浙江新农村建设

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八八战略》

《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等课

程迅速进入视野，村支书们开始

重视起了农村的综合治理和可持

续发展。

“我在 2008 年担任村支书后

的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整 治 村 容 村

貌。”古山镇前黄村依靠小冶炼成

为我市第一批亿元村，传统粗放

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让该村党支部书记、“头雁”班学

员李定是感到头疼，“当时村里垃

圾遍地。村民看到我去捡，说我

作 秀 。 但 如 果 大 家 都 去‘ 秀 一

秀’，村里的环境不就变好了吗？”

李定是一“秀”就是好几年，以实

际行动带动党员干部和村民参与

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使得村

容村貌日新月异。2011 年，前黄

村获评我市美丽乡村“精品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村社干部培

训聚焦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李定是

也思考起了村庄的差异化发展。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因地制

宜选择富民产业很关键。前黄是

历史悠久的革命老区，红色底蕴

深厚，这是我们的优势。”为建设

村革命博物馆，李定是将挡在博

物馆选址正前方的家拆了。“四层

小楼说拆就拆，90 岁的老母亲骂

我是败家子。但为了村集体，村

干部必须要带头奉献。”

拆掉一栋楼，聚起整条心。

李定是趁热打铁，推进村农房改

造工程，腾出 6700 多平方米土

地，筹集资金 1600 万元，加快转

型发展红色产业。

如今，前黄村已蜕变成省特

色精品村、省“一村万树”示范村、

省 3A 级景区村，村里的红色研学

基地入选了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名单，每年接待学生、党

员6万多名，红色资源正源源不断

地转化为红色经济。

一张泛黄的手抄课表，将胡

冬生的思绪拉回到30年前。

那年，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的胡冬生带队去四路镇开展换

届选举工作。“换届工作做了20多

天，发现问题了。村民们做绣品、

办市场，四路的经济面貌已经大

变样，而村干部还在原地踏步。”

当时我市 718 名村支书中，313 人

为初高中学历，一半以上是小学

文化，胡冬生坦言，“大多数村支

书都务农，年龄老化，思想僵化，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老办法不管

用，新办法不会用。”

为解决农村支部班子现状与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趋势不适应的问题，我市提出

建设一支观念新、能力强、善管

理、懂经营的“企业家型农村党支

部书记队伍”，带领农村经济发

展。

1994 年 10 月，50 名村支书

赴浙师大集体上大学，连任至今

的龙山镇吕南宅三村党支部书记

吕其新便是其中之一。“课程很扎

实 ，大 家 也 很 珍 惜 上 大 学 的 机

会。”时隔 30 年，在浙师大上学的

场景，吕其新仍历历在目，“我们

约好，上课的时候大哥大不准开

机，不准抽烟，心思都要花在学习

上。”

为期一年，“支书大学生”系

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财务管

理》《市场营销学》《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学》等十门“硬核”课程，顺利

毕业。

自我鉴定表上，学员们写下

的“ 要 将 所 学 理 论 知 识 应 用 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 践 中 ”“ 为 村 社 奔 小 康 而 奋

斗”等豪言壮语，也在毕业后一

一实现——

吕其新将“要致富，先修路”

的理念带回龙山镇吕南宅三村，

把村里原先 0.8 米的黄泥小路拓

宽成 5 米，改变了村庄发展的轨

迹。

石柱 镇 姚 塘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姚湘江从市场营销和经济学等

课程中得到启发，回村成立农村

种植合作社，带动村民收入翻了

一番。

古山 镇 金 江 龙 村 党 支 部 书

记应汉江学成后，打造了全国最

大的衡器市场，客户纷至沓来，

仅有 580 个人口的金江龙村托

起了“市场村”的美名。

⋯⋯

自“中国支书第一班”起，我

市共选送了 7 批共 366 人到浙师

大学习，培育出了一大批具有较

高政治文化素质和科学管理水平

的跨世纪农村党员、干部。

“马 上
考试了，还
真 有 点 紧

张！”12 月 29 日，前
仓镇大陈村党支部书
记陈建伟边说边向教
室走去。

当日，浙江开放
大学永康学院新一届
村支书班迎来了第一
学期期末考。这是我
市开办村支书班的第
30个整年。

1994年，我市开
全国风气之先，与浙
江师范大学联办经济
管理大专班，选送 50
名 村 支 书 集 体 上 大
学，被各大央媒誉为

“中国支书第一班”。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
后，金华市乃至全省、
全国农村党员、干部
学历培训工作随之蓬
勃开展。

回首30年，我市
村社干部培训主题紧
跟时代，办学方式持
续创新，参训学员不
断拓展。从“培养跨
世纪基层干部”到如
今“打造新时代基层
带头人队伍”，“中国
支书第一班”的常办
常新，从一张张课程
表上可见一斑。

融媒记者 田佳琪

党的二十大以来，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号角催人奋进，面临

更大机遇和挑战的村社干部不得

不成为“多面手”。

翻开 2024 级村干部班的课

表可以看到，除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乡

村 振 兴 专 题》等 近 20

门必修课外，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每

个班还“订单化”定制

了特色课程。村社干部们

可以在《农产品电子商务》课上当

起“带货主播”，也可以在《特色野

生花卉资源开发及利用》课上成

为“植物博主”。

“村社干部和全日制大学生不

一样，他们的课程设置更灵活，教

学模式也更生动。”浙江开放大学

永康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黄

浩清说，“现在越来越

多的课程走

出校园。实地走访、互动体验、研

学交流等调研式教学，让村社干部

在交融式、情景式的培训中真正做

到学思贯通、学用结合。”

如今，村社干部上大学可选

择的专业也不再单一。如永康学

院开设了党务工作和行政管理

（乡村管理方向）、农村区域发展、

园艺技术等五个专业，不少“支书

大学生”毕业后再次返校“充电”，

陈建伟就是其中之一。

“园艺专业很符合大陈村发展

文旅产业，打造未来乡村的实际

需求，我专科、本科读的都是园

艺。”陈建伟说，“村里一幢老房子

改造成民宿，装修公司要收 60 多

万元费用，我用学到的设计知识

和园林技术给村民做方案，每幢

房子能省下十几万元设计费。”

“1+X”（学历+多个专业技

能）的培养模式下，陈建伟成了“乡

村设计师”。大陈村的民宿从原来

的 7 家增长到 48 家，舜芋等“土特

产”文章不断做强，催生餐饮、文

创、农村电商、休闲农业等新业态，

三产融合带动大陈村全面振兴。

如今，大陈村年接待游客达 40 万

人次，年经营收入近5000万元，村

民年人均收入从原先的不到3000

元，上升到48000元。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

道路上，一张张“课程表”，转化成

了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成

绩表”。

三十年春华秋实。3000余名

村社干部将毕业论文写在了希望的

田野上，31名省担当作为好支书，

143名“两优一先”“兴村治社名师”

等典型榜样先后涌现，推动我市经

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全覆盖，

100万元以上的村达45%。

继往开来，岁月变迁。今年

秋季，浙江开放大学永康学院新

学期开学时，我市又有 73 名村社

干部走进了大学课堂。放眼丽州

大地，“中国支书第一班”的动人

故事还在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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