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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新发展体系为支撑

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 奋力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麻绳最容易从细处

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
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
止“木桶效应”。

对于基层而言，城市中曾经的无主管楼院就是
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比如西工区九都路104
号院。这个小区位于九都路与临涧路交叉口，有两
栋楼96户居民，因为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的
管理，是典型的无主管楼院，管理混乱，治安也不是
很好。小一名老住户在这个小区里一共丢了19辆
自行车，小区内的摩托车、小汽车、井盖无一幸免，
都在深夜丢过。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终于在2014
年有了彻底改观。

这一年，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的帮助下，小区
内的老党员们集合起来，成立了党支部，开始带动
群众尝试“党建引领、共同参与、居民自治”的管理
模式。

党支部成立后，尤其是去年以来，小区建成了
新的党员活动室和门卫室，为居民增添了新的健身
器材，并在10名党员的带动下成立了自治委员会，
在小区大门口将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及其分包楼栋、
联系方式公开，鼓励党员亮明身份、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发挥好带头作用，把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这样，通过建立“社区设总
支—楼院设支部—楼栋设小组”的三级党组织网
络，把党支部扎根在楼院、居民当中。如今的 104
号院内管理井然有序、环境干净舒适，自行车再也
没丢过。

以楼院党支部为依托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在
104号院效果显著。非独于此，凯旋西路67号院与
之情况极为相似。67 号院内有 6 栋居民楼 160 户
居民，楼房老旧，道路破损，加上又是一破产单位的
家属院，居住人口复杂，管理难度高。后来同样是
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的帮助下，成立了楼院党支
部，12名党员扎根在楼院、居民当中，带动群众对小
区进行自治管理。如今在该小区内，党支部与居民
已形成良性互动。

“从前都是各家‘干好分内事’，如今变成大家
‘参与社区事’。”王城路街道党工委负责人说，家门
口的党员活动室，通过党建引领的纽带，将社会治
理的能量进一步激发出来。各党支部结合实际，遴
选居民中有一定威望、热心党务工作和居民区工作
的退休党员、居民区在职党员等，引领了社区的自
治管理。

在西工区，一批批建在居民家门口的党建服
务阵地应运而生，正是党建服务阵地继续下移，
党建服务点延伸至居民区楼栋楼道，激活了基层

党组织的“神经末梢”，打
通了服务基层群众“最后
一公里”。

群众在哪里，
党的服务工作就覆盖到哪里1

西工之行西工之行西工之行西工之行

服务群众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今年年初，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李亚就做好今年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以“河洛党建

计划”巩固提升年为抓手，强化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两大功能”，把强

化政治功能、注重政治引领摆在首位，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

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今年以来，西工区加大基层党建工作保障力度，切实将基层党

组织的功能转到服务上来，探索出了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有效路径，“人员往基层流动，政策向基层倾斜，资源往基层靠

拢，服务向基层延伸”也成为该区基层党建工作的鲜活写照。

西工区着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服务功能

党建引领发展 全力服务群众

专 题

对广大群众而言，基层干部和党组织就是践行
群众路线的温度计。冷了、热了，群众都能第一时
间感觉到。基层党建抓好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就会加强。

今年，行署路社区 4 号院，供暖成为最热门的
话题。这源于今年年初的党员大会上，在社区党总
支征求意见时，居民反映说：“在这个家属院里住了
几十年，冬季没有暖气，坐着看电视都要盖着被子，
自己烧煤炉又脏又不安全。为了暖气跑了近 5 年
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希望今年能通过
党组织，让居民用上暖气。”

这个小区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基础设施陈
旧，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平房，院内的39栋居民楼中
只有7栋安装了供暖设施。面对复杂的情况，社区

“大党委”及时出面，决定今年把落实供暖这件事作
为社区头等大事来抓。在社区党组织干部和驻区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次讨论和考察，终于与

一家燃气供暖企业达成了协议，如今这项民心工程
已经迈过了最艰难的阶段，有望实现今冬供暖。

基层党组织为居民办实事自然赢得了掌声和
拥护，而让群众办事尽量少跑腿同样受到欢迎。

在西工区石油路社区，近年实行“一站式”办公
服务，以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充满个性化、人性
化的设计，让广大居民倍感方便、温馨和舒适。该
社区树立“强党建、固基础、提服务”理念，探索出了

“党组织组团式、服务窗口一站式、分类设岗目标
式、便民服务亲情式、志愿服务奉献式、信息反馈菜
单式”六大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内涵，创造了一套符合社区实情的“360”工作法。

“一支部一特色、一党委一品牌”，如今，越来越
多西工党建的经验做法正在形成，诸多改变皆是从
社区“大党委”工作实行以来开始的。

西工区委负责人介绍，该区利用驻区单位多、
隶属不同系统、资源丰富等优势，以社区党组织为

核心，把驻区企事业单位吸纳整合，建立社区“大党
委”。通过共商互助形式，从驻区单位选聘192名
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负责人兼职社区“大党委”委
员，参与社区日常管理；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针对驻
区单位党建、发展难题，集体研判、互帮互助。目
前，西工区共建立社区“大党委”36个，吸纳成员单
位257家、党员10195名。

社区“大党委”工作实行以来，各基层党组织树
立问题导向，真正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在手上、落到
实处，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
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加快实现“四高一强一
率先”奋斗目标提供坚强保证。 （万晓阳 毛原峰）

影响到哪里，党建工作水平提升就在哪里3

党员富有责任感，就能温暖一方群众；党组织
充满战斗力，就有万家灯火的温馨。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依托，在
这里扎营的党员干部，就是具体为民服务的“操盘
手”。九都路 104 号院与凯旋西路 67 号院能够从

“无主管楼院”走向“自治管理”，就是党员与基层党
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

马有卿，77岁，104号院党支部书记；李柏森，
75岁，67号院党支部书记。这两个党支部内其他
党员也多年近古稀，但就是这样一群老党员把基层
千头万绪、任务繁重的工作给理顺了。

“有困难，找党员。”在不少小区，都亮出了这句
平实的话语，这也成了党员对居民群众响亮的承

诺。随着党建服务向基层拓展延伸，党员服务也实
现了零距离贴近实际需求，贴近基层群众。

而在党员们看来，自从多了党员活动室，基层
党组织有了更灵活的“耳”“嘴”和“腿”，服务群众的
触角更灵敏了。“百姓动嘴，党员跑腿”成了常态。
党员们常到活动室里坐一坐，和居民议事，解决他
们的实际需求。

13年义务打扫小区卫生、整修照明灯、调解邻
里矛盾、带领群众整修院内道路、资助考生、为军属
家庭排忧解难、对院内生病住院老人悉心照顾、组
织群众一起包粽子……正是一件件便民利民的暖
心事，让这些老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赢得了尊重、收
获了感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支心系群众、

甘于奉献的党员队伍，才使得睦邻友善、守望相助
的传统风尚在居民群众中再次弘扬，也为社区自
治、社会善治凝聚起“最大公约数”。

近年，西工区不断深挖基层“富矿”，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治理中的骨干作用，基层
党建工作不断深化，彰显出新的特色。

西工区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基
层党组织和老党员们发挥的‘余光余热’，凸显了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
用，构建了社区楼院支部与网格无缝对接的格
局，实现了社会治理从单一到共治、从封闭到开
放、从粗放到精准的转变，绘就了一幅新形势下
的社会和谐图。”

服务到哪里，党的影响力就辐射到哪里2

盛夏正午，蝉鸣聒噪。汝阳县城关
镇河西村新修通的柏油马路晒得乌油
发亮。村党支部委员耿向亭吃罢饭，便
骑上摩托径直驶向后山。十几分钟的
工夫，眼前豁然一亮，迎面坡覆盖着鳞
次栉比的蓝色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下
熠熠闪光。

眼前这个 300 千瓦光伏电站是河
西村最大的产业扶贫项目。6月30日，
电站正式并网，成为全市首批并网的光
伏扶贫项目之一。

“太阳越毒，电表就转得越快，咱村
贫困户分红都指望这‘蓝板板’哩！”耿
向亭弓着腰身，目不转睛地盯着仪表上
跳动的数字端详起来。此时，电池板反
射的阳光，映得他额头上的汗珠和胸前
的党徽更亮了。

电站看护人告诉我们，从开工到并
网，耿向亭天天守在山上，和工人一样
早起晚归，一样出力干活，而且一分工
钱也没拿。

“一来搭把手，二来有人盯着，能保证

质量。”耿向亭腼腆一笑：“咱是党员，也是
村干部，村里的活儿都是分内的事。”

这句话，是耿向亭的肺腑之言，也
是该镇在农村党员中开展亮身份、亮责
任、亮承诺、树形象、比奉献“三亮一树
一比”活动所倡导的。

城关镇虽说在该县诸多乡镇中是
“老大哥”，但下辖的11个行政村中，仍
有6个是贫困村，贫困户大多分布在大
虎岭山区，山高路弯，条件落后。

“人看人、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
员看支部。脱贫攻坚，路子要对，信心
更重要。”该镇党委书记武海君说，贫困
村党员特别是村干部“高调”起来，亮身
份、担责任，加油干、领头干，就是为党
代言、为党旗增色。

距离河西村不远，贫困程度更深的
青气村这几年变化也最为明显。大伙儿
夸赞：“这一届村两委真是办了不少事！”

当贫困户，别人争得面红耳赤，青
气村党支部书记耿兴却要让出去，原因
和耿向亭一样：“咱是一个老党员，不比

吃亏，要讲奉献。”从1983年算起，他已
在村里干了34年。

“耿支书要是不当贫困户，那咱村
没有几户够格！”2016 年年初，青气村
建档立卡工作启动，从全村230户村民
中选出了118户贫困户，其中却没有大
家公认的“贫困户”耿兴。

耿兴身体残疾，左臂丧失劳动能
力。因为穷，孩子入赘到外村，到现在
三间土上房还顶着大窟窿。然而，按照
扶贫政策，村干部不能入选贫困户。当
时就有人劝他放弃村干部，选择贫困
户：“要是还在村里干，你家脱贫简直是

‘猴年马月’的事。”
没有丝毫纠结，耿兴选择留在村党

支部。这个“贫困户”带领大家脱贫，靠
什么？“不计报酬，全心投入。”耿兴说。

除了微薄的工资，耿兴艰难种了一
亩多地作口粮。去年10月，红薯丰收，
恰逢村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设。为
了赶在年底前竣工，耿兴吃住在工地，
锄红薯、下地窖，都由亲戚代劳。

今年开春，看着78户332人顺利乔
迁新居，耿兴乐得两夜没合眼。到了4
月，搬迁刚落定，档卡整改接踵而来，又
是没日没夜走访入户、整理材料。等他
回过神来，窖里过季的红薯已腐烂了一
大半。

不久前的“七一”建党节，耿兴被汝
阳县表彰为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每
一个党员干部就是党的形象代言人。
脱贫路上，党员奉献走在前，党旗就会
更鲜艳。”武海君说。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袁喜宝

汝阳县城关镇在农村党员中开展“三亮一树一比”活动，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亮明身份 为党代言

昨日，宜阳县董王庄乡前村贫困户梅俊章的
蔬菜大棚里茄子大丰收，驻村第一书记谷志飞正
为村民指导错季蔬菜的销售及换季大棚的未来
规划。

谷志飞驻村以来，针对不同贫困户编写了秸
秆青贮、果树种植、大棚蔬菜栽培、家畜病害防
治等方面实用技术书，并联系科研院所和高校专
家教授为技术书把关，成为贫困户产业脱贫的

“智库”。目前，前村利用扶贫信贷和村互助资
金发展蔬菜大棚21个、养牛场2个、养羊场2个。

记者 常世峰 特约通讯员 田义伟 摄

为贫困户当好“智库”

近日，在波兰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厦门鼓浪
屿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面对几近苛刻的审议，把“提问”环节
变成“称赞”时间，仅历时24分钟便得以全票通过，这个有着

“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的小岛，展现出世界遗产当有的普遍
价值与文化张力，征服了各国代表。这，也为古都洛阳开展
大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有屿伦比”的成功范式。

不久前，省长陈润儿来洛调研，在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
公园逐一询问遗址重要节点项目的建设、保护情况，并来到
盛唐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九洲池遗址察看。他深情寄望洛
阳，要将保护与利用、开发结合起来，打造世界级的大遗产保
护品牌，既切实传承好洛阳这座千年帝都的历史文脉，又让
其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增添新的独特魅力。

世界级大遗产保护品牌，就是要挖掘和保护好遗址遗存
的独特文化内涵，能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地理坐标，就
是要富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的文化张力。无疑，打造世界级大遗产保护品牌，不仅折射
出我们的历史观、文化观、发展观，也考验着我们如何妥善处
理上与下、远与近、旧与新、内与外、好与差、大与小、建与管、
古与今的关系。

洛阳，这座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都，经历了朝代更替，
穿过了岁月沧桑，不仅留下了一句句“请君还看洛阳城”这样
的千古绝唱，更有一座座故城和一片片遗迹。作为国家大遗
址保护专项规划确定的重点片区，洛阳现有世界文化遗产3
项（6处）、不可移动文物9000余处，大遗址保护工作成绩可圈
可点，但也面临着“地下多、地上少”“说得多、看得少”“星星
多、月亮少”等诸多问题。试想，看不见、摸不着、体会不到，
感染不了人心，收获不了认同，何谈“世界级”品牌？

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的那样，鼓浪屿是中国在全球
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见证，保存完好的历史
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
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以“历史的名义”
对待文化遗产，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以超越国度、直抵人心
的文化张力为世人留下永恒记忆，正当是洛阳厚积薄发的着
力点。

可喜的是，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隋唐洛阳城“一区一轴一带”保护展示工作也在加快谋划推
进，包括九洲池、贞观殿、应天门、天枢、天津桥、天街等在内
的一批重要遗址，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再现神都辉煌……我们
有理由相信，当这样的文化传
承“新地标”连点成面，世界级
大遗产保护品牌将不再遥远，
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也必将

“名”起来。

“世界级”，
要有超越国度的文化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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