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

党建/公益广告
责任编辑 张少康 谭 希

邮箱：2373232113@qq.com

图片新闻

随着“力量下沉·网格赋能”行动
的持续推进，汇川区 2822名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编组下沉网格，常
态化参与网格工作，及时掌握解决群
众诉求，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小网格”服务

“大民生”。

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每餐只需 8元，就能让我们吃
到经济实惠又干净可口的饭菜。”外
卖小哥杨超说。

近年来，为解决外卖小哥、网约
车师傅、户外劳动者等“三新”组织群
体就餐不便问题，汇川区搭建起“社
区+商铺+‘三新’组织群体”三方联动
平台，将社区人员、商铺人员等力量
下沉到网格中，解决“三新”组织群体
就餐需求。截至目前，200余家商铺
加入“邻里商铺”，为“三新”组织群体
提供优惠服务 1000 余次，解决“三
新”组织群体急难愁盼问题50余个。

这是高桥街道以组建“邻里商铺
联盟”为抓手，延伸服务触角，以“心
连新”服务模式，切实加强党对新兴
领域组织群体的政治引领、关心关爱

的生动实践。
同心共建，才能激发“新”动能。

高桥街道结合快递员、外卖小哥走街
串巷、灵活快捷、进楼入户的职业属
性，引导“三新”组织群体就地变身

“流动网格员”，发挥“流动探头”优
势，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工作。目前，
已吸纳 36名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加入“邻里小哥”志愿服
务队，共开展志愿服务13次。

以“点的突破”带动“面的提升”

近日，在大连路街道贵阳路社区
阳光世界小区，睦邻议事亭聚集了不
少居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向社区
网格员反馈生活中的急难愁盼。

该睦邻议事亭是为满足群众需
求，社区深入开展“红色美丽楼栋”建
设的成果之一。社区网格员会定时
到议事亭收集群众意见，并协调各方
力量帮助解决问题，让小事不出网
格，大事不出社区。

洗马路街道结合街道多元治理
实际，开展“力量下沉·网格赋能”行
动，推选“第一网格长”和“网格长”
130名，报到在职党员 1836名，组建
红色宣讲、公益帮扶、社区治理等先

锋队伍 18支，常态化开展服务活动，
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完善基础设施、增设充电桩、划
定停车位、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消除
安全隐患、加装电梯、安装共享晾衣
架……汇川区聚焦“一老一小”服
务、环境治理等群众身边小事，以

“社区服务日”为载体，引导志愿服
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等力量进网
格，为低保对象、独居老人等特殊群
体提供家政维修、政务代办、就医送
药等精细化服务。同时，积极孵化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多
样化的专业服务。

促“下沉力量”变“服务队伍”

“我们社区四厂家属院的环境
卫生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自从区
发改局干部来了后，会同社区组织
群众召开坝坝会、入户走访，号召居
民自治管理，积极协调部门资源，终
于成功解决了问题。”说起“力量下
沉·网格赋能”工作，上海路街道长
征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敏连连称赞。

汇川区将“力量下沉·网格赋能”
与“红色美丽楼栋”创建工作紧密结

合，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服务优势，
集中把汇川区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下
沉干部、各级在职党员干部报到人
员、社区联户长进行编组，对辖区群
众开展政策宣传、整治环境卫生、纠
正不文明行为等。同时延伸治理链
条，探索创建“红色物业”服务模式，
实行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
公司“三方交叉任职”，发挥“红色议
事厅”“幸福餐桌”“红色管家”等作
用，提供“红色代办、预约上门”等服
务，着力打造高效便民服务“15分钟
服务圈”。

其中，洗马路街道组织辖区内
100家“红城星店”为优秀楼栋红管
家、楼栋长提供商品打折、物业费减
免等优惠。开展深化诉源治理行动，
完善诉前调解机制，依托“一中心一
张网十联户”工作机制，坚持以“党建
引领、社区主导、多方参与、综合治
理”为工作主线，打造“仁和苑社区诉
源治理工作室+其余 7个社区工作
站”的诉源治理创新点，每周四定点
组织专业法律工作者受理居民法律
咨询业务，目前已接待法律预约咨询
18件。

（袁瑶 马红梅）

“小网格”里见“大民生”
汇川区2800余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网格赋能基层治理

近年来，新蒲新区新舟镇依托优良生
态环境，采取“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组织方式，大力发展“一村一品”特
色产业。新舟镇群乐村以胡柚为主导产业，打
造近280亩示范种植基地，带动群众种植1000
余亩。图为近日，游客在采摘胡柚。

（简垦 摄）

本报讯 “去年铁罐饭的整体运营不错，今年大家再加把劲，
把品牌打造得更好。”

“铁罐饭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村民们富了起来，村集体经
济的收入也越来越稳定了。”

走进桐梓县芭蕉镇黄溪村，干净的道路四通八达，别致的农
家小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黄溪村村支两委会议室内，该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姬敏正和干部们细算收入。

“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上，我们开辟了互利共赢的新路径，村
集体经济实现从散到聚、从弱到强、从少到多的转变。”说起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姬敏滔滔不绝。

2022年5月，黄溪村打造出了以乡村特色美食“铁罐饭”为主
的农家乐。铁罐饭选用当地农家腊肉、豆角、土豆等食材焖制而
成，柴火炭烤带来的独特香味，使得米饭清香可口，配上油滋滋的
腊肉，每吃一口都是家乡的味道。

铁罐饭的不断发展，让黄溪村的种植养殖产业实现质的飞
跃，群众们将腊肉、团豆、苕粉等农特产品销售给农家乐，有了稳
定的销售渠道。“平时我们的农特产品基本上都是村里面来收购，
价格也不错。”黄溪村村民宋忠禄说。

同时，黄溪村积极探索“互联网＋”经济发展新模式，通过线上直
播代销，让当地的农特产品“飞”出大山，销往重庆、贵阳、遵义等地。

“黄溪村的农特产品比较多，我们通过朋友圈、抖音等平台进
行宣传和销售，让农特产品出村进城。”黄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东
强说，这样不仅可以让当地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壮
大。2023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8万元。

此外，在驻村工作队的努力下，去年11月，中国银行派驻到
黄溪村的驻村干部杨胜军争取到10.5万元资金，购买了70盏路
灯，为村民们夜晚出行提供了便利。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品牌强产业，抓好产业强基础，立足资
源禀赋，持续发力，实现村集体经济由‘输血式’向‘造血式’发展
转变，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姬敏说。 （陈桂良）

黄溪村

特色产业助乡村振兴

冬日，寒意袭人。晚上 8点，余庆
县花山苗族乡万里村党总支部的网上
主题党日活动却气氛热烈，该村党总
支部书记田茂先正组织流动党员进行
理论学习。“以这样的形式组织流动党员
进行理论学习，在我们村已是常态。”

流动不流失，离家不离组织。随
着党员流动数量、范围的逐渐增加，流
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作用发挥已成为
当前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余庆县抢
抓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机遇，坚
持数字党建思维，将流动党员组织生
活从线下搬到线上，不仅方便了联系、
教育管理流动党员，也使流动党员的
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该县通过开展党员找组织、组织
找党员行动，对全县流动党员流入地
址、外流原因、学习工作生活情况等信
息进行全面摸排，按照一人一档原则
建立动态工作信息台账。以党支部为
单位，党组织书记、班子成员作为联络
人，采取一对一和一对多的方式负责
日常联络，及时精准掌握流动党员相
关信息。

针对流动党员数量大、分布广等
特点，该县创新设置网上党支部，按照
地域相邻、工作相近原则，将 1155名
流动党员分编、组建 116个网上党支
部，让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

为推动流动党员组织生活常态
化，该县探索建立了“7·20”主题党日活
动机制，依托腾讯会议、钉钉直播、微信
直播等方式，在每月7日20时，准时组
织流动党员开展线上主题党日活动。
坚持“固定动作+自选动作”相结合，明
确每月活动主题，将政治理论学习、交
心谈心、为家乡建言献策作为重要内
容，调动广大流动党员的参与积极性。

“每月 7日晚上的 8点，网上党支
部书记都会组织我们以视频直播方式
开展理论学习，了解我们在外工作和
生活情况，还向我们介绍老家的发展动态。虽远在千里之外，
但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远在江苏省无锡市务工的
余庆县敖溪镇什字村党员梁正书说。

据统计，2023年以来，该县各网上党支部已组织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355场次。 （张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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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婷）为营造
主动及时参保缴费的良好氛围，连日
来，余庆县医疗保障局利用赶集日、
群众会等契机，以深入一线、走家入
户等方式开展“医保政策进万家，为
民服务我先行”活动。

余庆县医疗保障局组织党员干
部、业务骨干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
对面讲解等方式，为群众解读 2024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就
医报销、转诊备案、异地就医等事
宜，进一步提高群众对 2024年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的知晓率。
同时，参加宣传活动的党员干部

还当起手机缴费“指导员”，现场为群
众做好手机缴费解释引导，针对无操
作条件群众，现场做好代缴服务，为
群众提供参保便利。

据悉，余庆县医疗保障局将持续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医保政策进万
家，为民服务我先行”活动。截至目
前，已开展政策宣讲活动 30余场次，
发放宣传资料3万余份。

余庆县医疗保障局

医保政策宣传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