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期为特殊群体免费送物资、做家务，免费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如今，涧西区郑

州路办事处南村社区的平安志愿者、党员志愿者、法律服务志愿者等，把各类志愿服务融入居民自

治，进一步激活各类社会资源，形成了社会综合治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浓厚氛围。这是涧西

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成效之一。

今年以来，涧西区严格落实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社区）工作部署和全市政法系统

“四官”服务进村（社区）担当平安“村官”的具体要求，着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努力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
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剧，心
理行为异常和常见精神障碍人数逐年增
多。2018年，为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
民群众的需求，涧西区在全区范围内全面
开展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该区2018年在全市率先建立区级社会
心理服务平台，目前已建成11个街道办事处
级心理服务中心、72个社区（村）级心理服务
中心，并在辖区中小学校等场所建立心理疏

导室，实现了心理服务工作全覆盖。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引进专业

心理服务团队加入到社区心理服务力量
中，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或基层综治中
心建立心理咨询（辅导）室或社会工作室

（站），配备专（兼）职心理辅导员,对社区居
民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和心理疏导。”涧
西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心理服务
面向辖区普通居民，重点关注矫正人员、留
守儿童等特殊人群，针对不同服务对象采

取不同工作方式，进行针对性辅导培训，疏
导社会心理问题，解决社会心理矛盾，化解
社会心理风险。

目前，该区结合辖区实际，先后开展了
“心理服务进机关”“心理服务进社区”“心
理服务进校园”行动，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
传20余次、心理服务培训30余次、心理服
务进学校 60 余次、心理服务进社区 200
次，为辖区群众开展心理疏导500余次，解
决群众矛盾纠纷300余个。

心理服务全覆盖，化解风险促稳定2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涧西区不断强化党建引领，积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因地制宜培育亮点，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涧西区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

程中，着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武汉路街道办事处引进党性意识强
的专业社会组织，在社区的支持、协调、培
育和监督下，引导其开展党群服务活动。
同时，注重提升党员群众自治水平，挖掘
以党员为骨干的党性意识强、大局意识
强、责任心强的群众带头人，培育形成居
民自治型社会组织 16 个，引导其积极关
注社区公共事务和特殊群体需求，让其
在自娱自乐的同时，逐渐转变为具有社
区服务、教育和文化宣传等功能的社会
组织，从单纯的满足兴趣需求转变为主动
为社区服务。

如今，该办事处通过党组织发动，党
员带头，辖区更多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
设、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实现了居民群
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共
同解决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的热点难
点问题，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从“为民作主”
到“由民作主”。

在涧西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探
索尝试还有很多，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大
局稳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下一步，该区将以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按照党建引领、“三
治”并进、服务进村（社区）工作要求，不断
强化党建引领，通过强化政治引领、思想
引领、组织引领和作风引领，在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上持续发力，因地制宜培育更
多亮点，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确保全
会精神在涧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冯春丽 文/图

由“为民作主”
向“由民作主”转变3

今年，涧西区在“四官”服务进村（社
区）担当平安“村官”活动中，组建72支“四
官”服务队，打造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前
沿阵地”，争取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源
头、解决在基层。

“四官”服务队进入社区后，与社区
党组织紧密结合，在平安守护、矛盾纠纷
调处、不稳定因素化解等方面，形成机制
联动、人员联动、措施联动。坚持每月两
次按照“三上门、三必访”机制要求，到
特困、重大变故、发生过案件、有矛盾纠
纷、有涉法涉诉信访、有刑释解教人员的
家庭上门走访，对进入侦办、起诉、审判
环节的案件与办案部门实行“双程序”跟
踪，直到案结事了。“四官”在进社区坐
班期间，现场对社区居民提出的法律咨
询进行详细、耐心的答疑解惑，对涉及房
屋买卖、婚姻家庭、老年人权益保护、邻
里纠纷、房屋拆迁等的百姓身边常见的
法律问题定期开展知识讲座，努力做到
让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居民带着问题而
来、带着满意而归。

涧西区秦岭路社区，一对老夫妻的
房屋被儿子、儿媳占用，他们向法律服务
官反映。“四官”联合，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调处未果后，引导案件进入诉调对接，
既保障了群众合法权益，又减少了群众
诉累。

“有你们在身边，遇到法律问题有人
解、有人答，矛盾纠纷就会迎刃而解，真是
太方便了。”“四官”服务进社区得到了广大
群众的广泛肯定。

“四官”进社区，
服务暖民心1

“四官”服务队进社区，帮助群众解决纠纷 定期召开志愿服务议事会

涧西区委政法委组织党员到敬老院慰
问，陪老人欢度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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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河生态廊道上，水流潺潺，芳草萋萋；黄河神仙湾
里，湖光山色，林果满园……近日，市委书记李亚到新安
县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当地的一些
做法表示肯定，强调要抓好全流域治理，确保“一河绿带
连洛城”“一河清水到洛城”。诗意的表达，勾勒出一幅岸
绿、水清、景美的画卷，引人无限畅想。

岸边树影摇曳、鸟雀鸣唱，河里水光潋滟、碧波荡漾，
水清岸绿追求的本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映射出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试想，如果岸上荒芜凋敝、
生态恶化，如果岸边私挖滥采、涸泽而渔，如果流域内粗
放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彻底转变，就不可能守住“一河
清水”。深刻洞悉绿带与清水的“唇齿相依”，就不是简单
地挖几条河、种几棵树，而是要在水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空间布局等方面把握好要什么、弃什么、禁什么、干什么，
以发展的转型升级与动能转换，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的同频共振。

“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
量有待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这些问题，表象在黄
河，根子在流域，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观制约，也有后天失
养的人为因素，病根就是生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让河水变清，先要让产业变“轻”，挤掉落后产
能，腾出绿色空间，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才能增强流
域经济发展活力动能，走好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洛阳，是黄河流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四河三渠”构
成了以黄河为主体的城市水系，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格
局。近年，我市以“四河同治、三渠联动”为切入点和突破
口，同步推进中州渠、大明渠、铁路防洪渠河道治理与两
岸绿化，人在绿中、绿在水中、水在林中，一条条昔日的

“龙须沟”变成了生态园；统筹布局伊、洛、瀍、涧沿河休闲
带与经济发展带，亲水栈道、步道伴水而行，两岸生态宜
居带、黄金宜业带正在加快形成……水清、岸绿、路畅、惠
民，“一河绿带”成为洛阳高质量发展的“新标签”。

水清岸先绿，岸绿水才清，几十公里的河渠如此，几
千公里的黄河更如是。既涵养“问渠那得清如许”的绿色
生态，又增添“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绿色动力，走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我们一定能在“一河绿带连洛城”中，
做好黄河沿岸生态保护这篇大文章，着力实现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

“一河绿带连洛城”
郭旭光

近日，“研学洛阳、读懂中国”河南
省公益研学课程培训暨研学基地指导
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我市各研学景
区、旅行社、研学机构等的 200 余名负
责人会聚一堂忙充电。

近年，我市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目标，积极探索“文化旅游+教育”
模式，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与教育深度融
合，加大研学人才培养力度，推出了内
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研学旅行产品，不
断探索研学旅行新路径。

研学旅行火爆
点亮智慧之灯

“通过几天的集中学习，对研学政
策落地及发展趋势、研学课程设计等都
有了深入的认知。”洛邑古城市场部经
理杨涛在培训中受益良多。

杨涛积极充电，源于洛邑古城的研
学热。依托老城区历史文化遗产，洛邑
古城整合特色非遗、民俗等资源，推出
了传承经典·非遗体验课程、寻找文化
之根·国学文化课程等研学旅行产品。
从去年起，老城区24所中小学每周分批
次组织学生到洛邑古城开展研学活动。

“研学旅行寓学于游、寓教于乐，深
受学生欢迎。”老城区史家沟小学校长
史龙海说。13日，该校50余名学生在研
学老师的指引下，通过古城寻宝探秘、制
作扎染手帕、制作绳艺手链等活动，探究
非遗文化，增强动手协作能力，点亮智慧
之灯。据统计，自2017年9月至今，洛
邑古城累计接待研学团队1126批次、游
客6万余人次。

这些年，得益于研学旅行在青少年

增长见识、陶冶情操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研学旅行的社会需求迅速增长。如
今，在洛阳博物馆、中国一拖东方红农
耕博物馆、隋唐洛阳城明堂天堂景点等
地，研学旅行掀起热潮。

整合全市资源
叫响研学品牌

研学旅行基地作为研学旅行开展
的平台，是我市推动研学旅行发展的重
要载体。

去年，我市的中国一拖东方红工业
游基地、二程文化园、洛阳博物馆等 7
家景区入选河南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今年7月，我市又评定龙门石窟研学旅
行基地、洛邑古城研学旅行基地、周王
城天子驾六博物馆研学旅行基地等17
个基地为洛阳市首届研学旅行基地。

“以前，非遗传承只是手工技艺者
代代相传。如今，研学旅行基地可以带
动更多人参与到文化传承中来。”非物

质文化遗产绳艺传承人刘媛媛说。
依托研学基地、博物馆，我市积极

整合研学旅行资源，打造了“研学洛阳，
读懂中国”系列研学旅行产品，推出礼
乐洛阳、道德洛阳、牡丹洛阳、山水洛
阳、非遗洛阳等研学旅行线路及博物馆
之都游精品线路，既为教育赋予诗意，
也让旅游更有主题，受到了游客青睐。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研学旅行吸引
力，规范研学旅行基地建设发展，我市
出台了《研学旅行基地（营地）设施与服
务规范》，并多次召开研学旅行基地质
量提升现场会，组织集中培训，邀请国
内知名专家授课，深挖洛阳特色，彰显
文化内涵，逐步叫响了“研学洛阳、读懂
中国”研学旅行品牌。

聚焦学游并重
探索更多可能

“研学旅行集知识、社会实践、新旅
游产品于一体，让青少年在‘知行合一’

的过程中增长见闻，涵养人文素质，是
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河南科
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仝红星表示，研
学旅行为“旅游+教育”找到了结合点，
也让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薛华领分析，进入新时代，研学旅行的
社会需求正在迅速增长。面对研学旅
行这片富有潜力、亟待开拓的“蓝海”，
相关各方必须着力解决研学实践教育
人才资源短缺的难题，真正开发出以教
育为核心的研学课程。

针对研学旅行市场存在的产品同
质化、研习特性不明显等问题，仝红星
建议，研学课程的开发要结合景区自身
特色，探索更多可能性，如按照不同季
节、不同项目、不同文化分类，明确主
题，避免研学课程过多过滥、缺少特色。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研学旅行是一项系统工程，下一
步将联合多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出台相
关指导意见，建设课程设置有本可依、
师资配备有标可查、安全管理有章可
循、评价监督客观有效的制度化体系，
使研学旅行活动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我市还将指导研学旅行基地
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动推出专门的优
惠措施，开展研学旅行课堂、课程评比活
动，推动研学旅行基地的规范和提升，将
洛阳优秀的研学旅行基地推广到全国研
学旅行的大市场中，让洛阳成为全国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目的地，以研学旅行的高
质量发展开启洛阳文化旅游“新视窗”。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周亚
伟 文/图

深挖洛阳特色，彰显文化内涵，着力打造“研学洛阳、读懂中国”研学旅行品牌

研学旅行，开启古都旅游“新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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