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昭通·党建 32025年3月10日 星期一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责编：田朝艳 美编：黄山敏 组版：方 茜 校对：王文富 周万琴 E-mail：ztrbtkb@126.com

2025 年 1 月，对我而言，是意义非凡
的一个月。作为一名同济大学法学院大
二学生，我参与了学校开展的“返家乡·基
层实践”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和“同心筑梦·
济世中华”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活动，来到
了彝良县角奎街道河湾村，开启了一段为
期半月的“驻村生活”。在这段日子里，我
与农村基层干部一起，度过了岁末年初这
段最为忙碌的基层工作时光，15天里，我
与驻村第一书记巡水源、访农家、探产业，
用日记写下：“乡村振兴不是宏大的叙事，
而是基层干部安装轮椅时的叮当声、孩童
自制球拍挥动的风声，以及鸡枞菌破土前
无声的等待。”

河湾村地处彝良县小米溪河畔，位于
角奎街道北7.5公里，全村辖13个村民小
组，常住户541户2506人，有1个党总支5
个党支部，党员 75 人，脱贫户 52 户 203
人。主要种植花椒、花生、玉米、樱桃、桃
子、李子等粮食和经济作物。

水源点巡护：一杯水的民生温度
河湾村的水源点位于麻窝村民小组，

小地名龙井沟，是河湾村 11 个村民小组
及相邻的马窑村 5 个村民小组的农户生
产生活用水水源地。2022 年，彝良县水
务局出资修建了水源点部分设施，群众自
己搭接水管后解决了饮用水问题。

龙井沟的水管像血管般延伸进大山，2
个村16个村民小组3000余人喝上了清泉。

花椒林与鸡枞田：土地的两种答案
河湾村以种植花椒为主，满山都是连

片的花椒林，已投产 4100亩，是彝良县花
椒主产区。驻村的张书记说：“房屋旁、公
路边，都种上了花椒树。”

2023年伊始，专家实地考察后，提出
在这片高温湿热的土地发展经济价值更
高的鸡枞种植。2023 年 11月，麻窝村民
小组率先进行试点种植，预计2025年7月
迎来收获。

“4000 多亩花椒林是村民们增收的
希望，鸡枞试验田是开启美好未来的钥
匙。”张书记指着砖红色的土地说，“等到
7月鸡枞冒头时，这里会铺满黑金子。”

近年来，各村民小组自发打造和美乡

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房前屋后，柴垛
整齐堆放，庭院干净整洁，村民们在自家
院子里种上花花草草，摆满密密麻麻的多
肉植物。公路两旁也间植了月季、三角
梅，夏季盛开的格桑花分外迷人。

春节暖心接力：从诉求到落地的
22天

春节假期前一周，挂联单位到河湾村
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为 9户“三类对
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
严重困难户）和5户困难党员每户发放两
袋米和一桶食用油。挂联单位干部、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人员到群众家里了解
生产生活情况、外出务工打算，宣传冬季
取暖、道路交通安全及防电信诈骗等知
识，通过摆龙门阵拉近干群距离。

1月20日，张书记带我到麻窝看望截
肢的陈忠彪。问起生活需求，陈妈妈说：

“要是有一辆轮椅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
天气好的时候推着孩子出门晒晒太阳，请
联系有关部门申请一辆轮椅。”

2月11日，街道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联
系了县残联，拿着陈忠彪的残疾证到县残
联申请了轮椅。在陈忠彪家，街道挂村领
导和河湾村干部一同安装轮椅，当村党总
支书记胡高祥把陈忠彪抱上轮椅时，他的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滑动着轮椅在屋
子里转来转去。

行走的课堂：乡村教育的N种解法
在辅导孩子们寒假作业之余，我们也

带着他们玩“成语接龙”“跳跳棋”等益智
游戏，讲解交通安全等知识，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收获知识，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
的寒假。

下跳棋时，才一年级的杨思怡思维敏
捷，我都快下不过她了。在与三年级小朋
友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们在学习英语时
普遍感到困难。返校后，我与学校的“彩
云支南”社团联络，通过“云课堂”等方式，
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做点贡献。

王绍安：用胶带与铁丝网做球拍的
小男孩

五年级的王绍安活泼好动，我问他喜

欢什么运动，他说喜欢打羽毛球、篮球。
我想和他切磋一下，但他遗憾地告诉我球
拍前两天找不到了，后来我在院子里发现
了他用铁丝网、胶带和木棒制作的球拍。
张书记告诉王绍安，下次来时送一副新的
球拍给他，他高兴得手舞足蹈。

张书记说，王绍安看起来很乐观，其
实过得很不容易，他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
家，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是脱贫户，村
委会为王绍安的父亲申请了河湾村卫生
公益性岗位，每月有 800 元的收入，有时
也在县城周边打零工。2024年5月，王父
因脑梗死住院，自付费用近 4000元，因病
后半年内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收入减少，
且后期务工困难。挂片的驻村工作队得
知情况后，及时为父子二人申请了最低生
活保障，每人每月 326 元，帮助他们缓解
了当前的生活困境。

“他挥动自制球拍时透出的朝气与热
爱，同世界冠军没有什么区别。”

张开心：公路旁种满鲜花的初二女孩
去张家之前，张书记告诉我，张开心

是一个开朗好学的初二女孩，交谈中，她
也带给我很多惊喜。

张开心家位于河湾村田坝村民小
组，在彝牛二级公路旁。这条公路是国
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国务院扶贫办
部署的交通精准扶贫“双百”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竣工，带动了当地产业、生
态、文化发展，也是国家给张开心一家
修的“梦想跑道”。张开心的父母平时
在城里打工，姐姐在昆明读大学，弟弟
刚上小学一年级。院坝里种满了鲜花，
3 层自建房正在铺地板砖、做柜子等装
修，在勤劳朴实的生活中，一家人都是
昂扬向上的姿态。

一进门，张开心的弟弟就热情地迎上
来，特别活泼可爱。

杨涵：陪伴是最长情的“投资”
我和张书记从田坝出发，前往麻窝

村民小组，我不想走盘山公路，想走小路
抄近道，于是请正在读高二的杨涵带
路。我们在河湾小学碰头，小伙子跑得
很快，仿佛即将振翅的雄鹰对未来充满

抱负与希望。同为文科生，我们交流了
很多学习方法，他在高中成绩不错，我
鼓励他通过高考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
世界。

杨涵家是脱贫户，共 4 口人。杨父
是卫生公益性岗位人员，忙完农活，会在
县城周边打点零工补贴家用，杨母在县
城的一个小区里做保洁，妹妹正在上小
学五年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没有选
择外出务工，坚持早出晚归就近就业，陪
伴儿女。尽管生活清贫，一家人却其乐
融融。

张书记说：“他们用‘不外出’的选择，
给了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完整的家
与踏实的未来。”

开春新事：桥与管道的民生答卷
张书记带我抄近路回村委会时，途

经一条小溪，溪中几块凸起的石头便是
“桥”。对我来说，这样蹚过河水是很新
奇的体验，但对村民来说，手拿着农具，
身背重物过河存在安全隐患。张书记
说，彝良夏季雨水多，河水一涨，跳蹬石
头就会被淹没，村民过河很困难。挂联
单位通过多方协调，筹措到了主要工程
材料，春节后将发动群众投工投劳修
建一座“便民桥”，解决 3 个村民小组的
群众出行难问题。

麻窝村民小组地势起伏大，路面很
陡，高处人家的生活排水顺着硬化路面
往下流，在低处人家门前堆积。彝良夏
天温度高、蚊虫多，容易滋生细菌，且恶
臭不堪。驻村工作队多次向挂联单位汇
报后，筹集到了 2 万元用于购买排水管
道，动员村民们投工投劳共同建设完善
的排水系统。

了解到这些民生实事后，我在日记本
上写下：“真正的基建不是僵硬冰冷的钢
筋水泥，而是干部卷起裤腿和村民拿在手
里的铁锹。”

15 天的驻村生活让我读懂了：乡村
振兴不是拯救与被拯救的故事，而是
政策长出脚，走进土坯房，是轮椅螺丝
钉拧紧的希望，也是鸡枞菌在地下默
默积蓄力量。

河湾村，再见！

昭通市委坚持
把加强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作为推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围绕建强基层组织和
基 层 治 理“ 两 个 体
系”，聚焦脱贫攻坚
成果巩固、文明美丽
乡村建设、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一老一
小”关心关爱、自然
灾害预防处置“五项
重点工作”，着力构
建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2+5”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效能。

建强“两个体系”
建强组织体系。

全面开展村“两委”
班子运行情况综合
评 估 ，按 照 不 低 于
10%的比例排查整治
后进基层党组织，对
1407 个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开展全覆盖
培训，对3803名驻村
工作队队员细化工作
任务清单；从市、县
两级选派150名干部
到乡镇（街道）挂任
政法副书记，专责抓
基层治理；公开招聘
村（社区）基层治理
专 干 960 名 ，基 层
党 组 织 统 筹 力 、组
织 力 、服务力不断
增强。

建强治理体系。
深入推进基层治理网

格化规范管理，以村（社区）为基本单元，以
每个村（居）民小组为一个基础网格，5—10
户为一个微网格，统筹乡村干部、驻村工作
队队员、村（居）民小组长等担任网格员，切
实做到网格沉下去、问题浮上来、管控全覆
盖、问题全清零。截至目前，全市共建立
2.9万个基础网格、15.38万个微网格，7.55

万名网格员全部配备到位。

抓实“五项重点工作”
抓实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充分发挥挂

钩帮扶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村（社区）干
部“三支队伍”在返贫风险监测中的第一道
关口作用，重点做好群众收入和劳动力返
乡情况“两项监测”，采取转移输出、安置
就业等方式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全市脱贫
群众收入增速连续3年居全省第一位。

抓实文明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做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建房秩序管理、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群众性文体活动组织

“四件具体事”，倡导树立文明、诚信、包容、
友善、淳朴、勤劳“六种良好风尚”，让广大
农村真正实现干净起来、美丽起来、文明起
来。截至目前，全市 11857个自然村已基
本达到农村人居环境一档标准。

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排查
在基层、化解在一线”，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源
头防范，用基层治理的“安全指数”提升家家
户户的“幸福指数”。从市、县两级抽调1.3
万名干部下沉一线，确保每个村（居）民小组
至少有1名干部蹲点，逐户开展矛盾纠纷和
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2024
年，全市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1万件。

抓实“一老一小”关心关爱。紧盯留
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关爱保护，认真落实
一对一的“受托管护人”机制，基本实现留
守儿童管护有人、学业有教、困难有助、健
康有保、安全有护、活动有家“六有目标”，
留守老人生活保障、困难帮扶、健康服务、
关心关爱“四个到位”。扎实做好留守儿
童暑期集中托管服务，2024年暑假期间，
共设立留守儿童集中托管点 391个，集中
托管留守儿童8982人。

抓实自然灾害预防处置。认真落实
“1262”预警叫应机制，健全完善雨前查预
防、雨中查隐患、雨后查灾情“三查”机制，
充分发挥村（居）民小组长和地震灾害响
应员、防汛抗旱应急员、洪涝灾害预警员、
地质灾害监测员“一长四员”作用，织密覆
盖所有村（居）民小组的防震减灾网、防汛
抗旱网、防洪监测网、地质灾害监测网，做
到险情风险叫应到户到人。2024年，有效
应对 36轮强降雨，安全转移群众 4034 户
12793人，未发生人员伤亡。

（昭通市委社会工作部供稿）

乡村振兴政策和群众的“双向奔赴”
——一名“00后”同济学子驻河湾村的15日青春札记

通讯员 周子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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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佩（左一）和村委会工作人员陪孩子们玩游戏。

“谢谢你啊同志！我的医保报销到账
喽，幸好给你们打了电话，不然隔着上千公
里真不知道咋整！”“应该的，有啥困难就打
这个电话来，我们能做的尽量帮您做！”

远在江苏务工的鲁甸县八宝村的万
大娘，年前在工作人员的详细指导下，通
过“云南医保”小程序完成了医保报销，在
收到的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表达感谢。像
这样群众道谢的电话，胡运在春节后已经
接了好几个了。

“这离不开龙头山镇党群服务中心
大厅的全面改造升级，党群关系就在这
些小事中拉近的。”胡运说道。为进一步
推进为民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龙头山镇党委以“党建引领、服务为民”
为宗旨，通过“硬件升级+服务提质”双
轮驱动，对党群服务中心大厅进行了全
面改造升级，依托更有温度、更有力度、
更有深度的党群服务新阵地，让党的温
暖触手可及。

科学布局优流程
让群众办事更“顺心”

“以前，办事和审批还是要爬几次楼
的；现在，亮堂堂的大厅里，就能办好事情
了！”来民政窗口办事的群众笑眯眯地说。

为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目标，
龙头山镇优化办公格局，将便民服务大厅
与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地相融合，推进“一
站式”功能分区，整合设置业务办理、志愿
服务、休闲阅读3个综合服务区，户籍、民
政、医保、残联、退役军人服务、就业等 7
个便民服务窗口。优化工作流程，实现综
合受理与分类审批同步走，“即办件”占比
不断提升。全力落实“五减一优”工作机
制，梳理高频事项 7项，制作并张贴业务
办理流程图，龙头山镇党群服务中心月均
办件量提升20%，业务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15%。同时，建立“办件回访+现场评议+
季度考核”三维评价体系，确保监督评价

“全流程”，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确
保问题第一时间受理并得到整改，群众好
评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

数字赋能强支撑
让群众办事更“省心”

65岁的王大爷在工作人员电话指导
下，首次通过手机完成了养老保险认证：

“电话里的小同志比我姑娘还耐心！”他开
心地说。

龙头山镇依托云南医保、就业彩云
南、云南民政、办事通、政府救助平台等线
上平台，建立了异地代收代办等机制，累
计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户籍、社保等业务
130件，实现医保参保、低保申请、就业务
工补贴申请等 10 项业务“零跑腿”，打造
数据跑腿“跨域办”，线上服务全天候。同
时，打通便民服务大厅与机关办公楼“壁

垒”，开通“急难愁盼”服务专线，利用龙头
山镇24小时值班机制，强化工作联动，实
现服务“不打烊”。“现在办事像网购一样
方便！”在浙江工作的返乡青年陈伟说。

暖心服务提质效
让群众办事更“舒心”

在充满书香的“文化角”，带着双胞胎
来办事的刘女士不再手忙脚乱。志愿者
不仅帮她照看孩子，还贴心地送上儿童牛
奶。“原本以为要折腾大半天，结果 40 分
钟就办完事，孩子还学会了剪纸。”离开大
厅时刘女士感激地说。

龙头山镇设置无障碍通道、爱心专座
等便民设施，设立志愿服务站，为特殊群
体提供全程帮办服务，免费茶水、应急药
品、失物招领、免费打印复印等贴心细节，
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同时，
打造并用好用活“文化角”，以“书香浸
润+暖心服务”助力文化空间更有温度。
创新“党群连心下午茶”活动，用党的创新
理论凝聚群众、引领群众；不定期开展政
策宣讲、民意收集。在 2024年 12月活动
中，骡马口社区群众代表王秀兰反映：“小广
场亮化少，傍晚出门坐着玩晚些就黑黢黢
的。”对此，镇政府立即组织开展亮化检修补
装工作，对辖区内损坏的路灯进行了维修更
换，并对广场、亭子等群众活动多的地方进
行合理亮化，为群众的夜间行路和傍晚活动

“保驾护航”。截至目前，以这种“茶叙民意、
即知即办”的模式，已收集到群众意见建议
16条，推动解决实际问题22个。

下一步，龙头山镇将持续推进“标准
化+个性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数字赋
能，真正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凝聚党心
民心、服务党员群众的“温馨家园”，跑出
便民利民“加速度”。

龙头山镇：

打造“三心”服务大厅 跑出便民“加速度”
通讯员 马 祎 文/图

村民在服务大厅办理养老保险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