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近年来，一桩桩，一件件民生
实事像花儿一样，在汇川城乡遍
地盛开。

汇川区芝麻镇竹元村，原来
村里的卫生室，医疗设备老旧，仅
有 2名村医，只能输液打针，常规
诊疗要去镇里，不仅路程远，车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村民就
医，难度大、成本高。

改变，来自 2024年。竹元村
将改造提升村卫生室列入“十件
民生实事”之一。村干部及驻村
工作队员多方奔走，积极筹措资
金，以芝麻镇卫生院为依托，打造
竹元院区。

经过精心筹备建设，2024年
3月竹元院区投用。就医环境大
大改善，业务面积扩大，配备彩色
超声机、心电图机等设备，设置科
室 10 个，增派医师 5 名、护理 3
名。从此，村民不出村就能拿到
镇卫生院甚至汇川区人民医院出
具的诊断报告，同时享受到住院
报销。

“竹元院区建成后，24小时都
有医生值班，验血开药很快就能拿
到结果，这个家门口的医院真的很
方便。”村民有说不完的感激。

“学校门前这条路,水泥地面
破损严重，每逢下雨天孩子上学
放学很不方便，打湿鞋袜、摔倒是
常有的事。”团泽镇仁江小学学生
家长说。

仁江小学校门口路面坑坑洼
洼，尤其遇到雨雪天，路面积水，道
路泥泞，上学放学交通不便，成为
学生家长和学校师生的忧心事。

2024年，团泽镇三联村将这
一群众诉求列入“十件民生实事”
清单，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和爱
心企业，协调美丽家园项目，筹集
80 余万元修路资金，新修一条 4
公里的沥青路。

“安书记，不瞒您说，由于降
雨量少，喝水难一直是我们的‘心
头病’。”团泽镇卜台村村民蔡德
勇第一次见到驻村第一书记安馗
时说。

记在脑里，挂在心上。安馗
和其他驻村工作队员，与村支两
委商量，将饮水工程列为村十大
民生实事。通过实地调研，在驻
村帮扶单位支持下，获项目经费
12万元，修建饮水池解决卜台村
构阳组、冯坪组 55户 270余人饮
水问题。

2024年年初，中共汇川区委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汇川区村级党组织领办“十
件 民 生 实 事 ”闭 环 管 理 机 制
（试行）》。

这项工作旨在建立完善需求
摸排、分析研判、分级审核、公开
承诺、跟踪办理、评估问效等工作
机制，切实把服务群众工作做深
做细做到位，着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将群众反映的“问题清
单”变成“幸福账单”。

于是，各村级党组织推行“摸”
“审”“督”“评”工作法，推动各村
（社区）“十件民生实事”深起来、实
起来。

“ 线 上 + 线 下 ”广 听 民 意
“摸”。深入实施“力量下沉·网格
赋能”行动，发挥“楼栋红管家”

“管事小组”密切联系群众优势，
紧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等重点，全区 139 个
村（社区）通过微信群等线上平台
收集群众诉求，并结合线下方式
收集涉及产业、教育、医疗、基础
设施等群众急难愁盼、热点痛点
问题，收集问题 3000余个。

“ 村 级 + 镇 级 ”分 级 把 关
“审”。村（社区）按照是否符合条
件、是否能够办理、是否反映民意
的原则，召开会议并结合村情实
际，对收集的民生问题进行分析
研判，将表决通过的“十件民生实
事”上报镇级审核。镇（街道）党
（工）委专题会议研究，重点对群
众关注的民生事项优先纳入民生
实事清单，并将研究通过的 1300
余件民生实事清单公开公示，主
动接受群众监督。

“ 调 度 + 述 职 ”注 重 过 程

“督”。按照镇（街道）党（工）委
书记牵头抓总、分管副书记具体
负责、镇属部门协调推进思路，实
行月调度，整合各方力量资源，帮
助和协调解决问题和困难。2024
年，全区民生实事整合财政资金
9000 余万元、社会资金 410 余万
元、群众自筹资金 430 余万元。
镇（街道）每半年组织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开展一次履职尽责“擂
台比武”，聚焦民生实事推进情况
和办理成效亮单晒绩。

“ 通 报 + 测 评 ”跟 踪 问 效
“评”。实行动态管理，通过党员
大会、村（居）民代表会议等定期
向党员、群众通报办理情况。每
年年底前，按照“完成一件、销号
一件”原则，以村（社区）为单位组
织党员、群众对“十件民生实事”
开展满意度测评，评选出“群众最
满意的民生实事”并开展宣传，对
群众不满意的民生事项及时完善
工作措施，限期完成整改。截至
目前，全区评选出群众最满意的
民生实事 200余件。

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十
件民生实事”串起民生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北京协和医院有暑假班，欢
迎夏天带着孩子来北京参加。”这
是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与洗
马路街道仁和苑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李英在去年全国
两会期间达成的约定。因为这个
约定，仁和苑社区将这件事纳入
社区“十件民生实事”清单，在结
对共建单位北京协和医院倾心帮
助下，来自汇川区内的进城务工
子女、建档立卡脱贫户、易地扶贫
搬迁户和获得仁和苑社区“名城
小先锋·社区小主人”荣誉称号的
共 30名学生，开始了为期一周的
北京研学之旅。

“作为一名兼职委员，能参与
社区治理，让我有很深的参与感、
使命感、归属感，我将勇担当、善
作为、作表率，为参与社区治理奉
献力量。”高桥街道泥桥社区兼职

委员周俊说。在开展“十件民生
实事”过程中，高桥街道从驻辖区
的企事业单位中选任 8 名素质
高、能力强、群众认可的党员干部
担任街道和社区兼职委员“推动
发展、治理服务”，帮助解决民生
实事 14 件，出资 11.7 万元，协助
社区建设暖心驿站、拓宽候车站
点和维修破损基础设施。

洗马路街道新舟社区解决小
区停车难、治安管理难、卫生清理
难等 38个难题；仁和苑社区开展

“义诊活动”为 70余名居民群众
提供家门口优质、便捷的医疗服
务；洗马路街道洗马社区为期 12
天的“红少年”暑期班，惠及辖区

“红少年”117 人；洗马路街道高
泥社区“名城先锋·三线义工”自
筹资金购买生活物资慰问困难
群众；洗马路街道添阳社区配备
消防器材打造居民群众家门口

“消防安全圈”；洗马路街道隋阳
阁社区搭建网格小屋为预防森
林火情做好物资保障……洗马
路街道党工委根据辖区 8个社区
2024 年年初交办的 2024 年度社
区党组织领办“十件民生实事”
清单，引导和帮助基层社区着力
解决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问题，确保民生实事项目落到
实处。

“把招商引资促进居民增收
列为民生实事项目来办。”大连路
街道坪山社区干部介绍，仅去年
引进企业投入资金 30 万元对原
保养场改造升级，解决就业岗位
20余个，增加社区集体经济 15万
元。如今的坪山社区，集体经济
家底殷实，拥有 80 处集体资产，
市场估值高达 3.8亿元。近五年
社区秉持共享发展成果理念，向
辖区“股民”分红累计超 3200 万
元，让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发展
红利。

民生实事，点点滴滴，民生福
祉，润物无声。在汇川区，从乡村
到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其伦）

惠民生 暖民心 顺民意

汇川：“问题清单”变“幸福账单”

图片新闻

4
2025年2月7日 星期五

党建/公益广告
责任编辑 李京湄 谭 希

邮箱：2373232113@qq.com

本报讯 （梁丽婷 贺元
平 记者 陆邱珊）近日，播州
区三岔镇长安村的高标准烟田
建设项目正在全力推进，烟田
建设现场繁忙有序。曾经零
散、不规整的小块地，正逐步变
为宽阔、平整的大块田，田块间
还配套建设了4米宽的机耕道，
有效解决了农机“下田难、作业
难”问题。

近年来，长安村在 15个村
民组建成烤烟综合体，采用“支
部组织、企业主导、农民主体、多
方参与”模式管理，使烤烟成为
当地支柱产业，烟田提质增效成
为群众致富增收的“金钥匙”。

长安村高标准烟田建设项
目涉及土地平整工程、规划建设
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土
地整理、整治及培育等。项目

现场负责人张仕斌表示，目前
土地整治已全面完工，整个工
程已完成 95%。农业机械、水
利设施、田间道路的全面改良
配套，不仅能极大改善烟叶生
产条件，实现规模化种植、集
约化经营、机械化作业，还能
有效改良土壤，提升农业产出
效益，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
坚实基础。

该项目建成后，长安村烤烟
产业将由 400余亩发展至 1000
余亩，群众的务工收入、土地流
转费等也将增加，助力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

谈及下一步打算，长安村党
总支副书记刘成刚介绍，将通过
烟蔬轮作（大季种烤烟、小季种
蔬菜）和稻油轮作相互调换，推
动烤烟产业良好发展。

长安村

有序推进高标准烟田建设

本报讯 （伍会芳 陆云
峰 记者 谢捷 陈义鹏）“今
天特别高兴，领到种植前胡收益
3万多块钱！种前胡药材，咱收
入越来越高啦！”今年春节，汇川
区泗渡镇双仙村洋溢着浓浓的
喜悦氛围，村民们迎来了首次村
级集体经济年终分红，村集体用
收益为 530余户村民购买了农
房保险，并现场发放前胡收益。
村民余加均握着刚领到的分红，
脸上笑开了花。

分红当天，走进双仙村，处
处弥漫着收获的喜悦。在种
植大户余永刚家门前，白嫩嫩
的前胡堆积如山，他正手脚麻
利地清理着前胡，一旁的车辆
早已准备好，随时将这些致富
宝贝运往烘烤房。“种植前胡
效益好，管得好一亩地纯收入
3000元以上。”余永刚笑着说，

“到现在，我们已经采挖并烘干
了 10万斤干货，按一斤干货 10
余元进行售卖，预计可卖出 100
余万元。”

时间回到 2020年，双仙村
开启了前胡试种之旅，余永刚是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从最初
的 40余亩，到 2024年的 500余
亩，其中400余亩流转自本村及
附近村的土地。

据悉，前胡作为一味常用中
药材，花期在7月至9月，根茎于
冬季至次年春季采挖，具有宣散
风热、降气化痰的功效，备受市
场青睐。

双仙村党支部书记余庆源
大学时主修农学专业，他深知村
里的气候、海拔、土壤是种植前
胡的天然优势。“双仙村地处大
娄山脚下，兰海高速公路穿村而
过，交通便利，生态环境优良，种
植前胡具备了天时地利。”余庆
源说。

种植初期，温度、湿度调控
不好，病虫害频发，施肥技术摸
不准……难题一道道摆在眼
前。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村合作
社组织村民代表奔赴安徽亳州

“取经”，余永刚就是其中一员。
学成归来，余永刚结合自身经

验，精心钻研，让前胡种植渐入
佳境。不仅自己扩大规模，还在
采收季租用村里 10 余间烘烤
房，带动附近100余位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

“我在这里务工三年多了，
每天挖前胡能挣100余元，离家
近，还能照顾家里，这日子越来
越有奔头。”正在采挖前胡的村
民马敏说。

双仙村的前胡产业能蓬勃
发展，靠的是党支部走出的“3+
N”特色路子。“选准一个产业”，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前胡
扎根双仙村；“建设一个示范基
地”，村党支部引领在前，专业合
作社积极牵头，实实在在做出样
板给村民看；“打造一支强农服
务队”，15名由党员和种植大户
组成的队伍，分成13个片区，培
训和指导村民播种、施肥、除草
等技术；“N”代表250余户村民，
依据自家劳动力情况，适度规模
种植2至5亩，不盲目跟风，稳稳
降低风险。

在前胡种植的发展路上，双
仙村从最初 50亩的试种探索，
到如今 1800亩的规模化种植，
全村三分之一的农户都投身其
中，种植面积上百亩的大户就
有 9户。村民们靠着前胡，收
入实现大跨越。村级集体经济
也从曾经的“空壳”，到 2023年
的 85.8万元，再到 2024年突破
120万元，实现了质的飞跃。

据统计，截至 1月 20日，全
村 125户前胡种植户已实现销
量 130吨，销售额达 105万元，
成功带动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86万元。

余庆源说：“今后，我们将进
一步鼓足干劲，扩大前胡种植面
积，发展多样化产业，助力村集
体和村民共同增收，持续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将集体经济收入反
哺群众，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
真正享受到发展集体经济带来
的幸福成果。”

如今的双仙村，正以小小的
前胡为画笔，绘就一幅生机勃勃
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双仙村

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凤冈县以“党建+企业（合
作社）+大户”的方式，把食用菌产业作
为优势特色产业加以培育。随着食用菌
种植技术日益成熟，种植规模也不断扩
大。目前，该县各类食用菌种植面积超
过2400亩，食用菌企业10余家。凤冈县
还鼓励县内企业进行食用菌精深加工，
提高产品附加值。

图为羊肚菌种植大户查看羊肚菌
长势。

（牟绍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