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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只要
听说哪里排污管道堵塞，我们就立
刻上门维修，保证服务质量。”1月2
日，东昌府区古楼街道铁塔社区网
格员张振说起自己的日常工作时一
脸自豪。

社区治理是城市基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东
昌府区积极探索以社区、社会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社
会资源为参与主体的“五社联动”社
区治理机制，通过“一核多元”的社
区治理模式为社区群众提供更多个
性化、精准化为民便民服务，凝聚星
火之光共建幸福社区，有效汇聚社
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东昌府区大力推进“党建+”基
层社区治理，充分发挥党建在社会
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全区建设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81处。将社会工作与
党建工作有机融合，依托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红旗驿站”深入社区群
众日常生活，让服务更有温度。积
极探索引导离退休党员干部进社
区、进物业，打造共享式离退休干部
党建活动阵地，发挥他们调处矛盾
经验丰富的优势，共同协商小区环
境改造、公共安全及矛盾纠纷调处
等治理事项，助力社区治理。围绕
打造红“社”东昌、每周“益”行等党
建工作品牌，各社区党委积极吸纳
驻辖区单位、“两新”组织等社会力
量，开展“双报到三清单双认领”工
作，互相认领服务和需求清单，优化
整合盘活社区资源，为“五社联动”
提供资源保障。

社区“治理”变“智理”，关键是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东昌府区创新
校地合作模式，柳园街道与江苏师

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联合成
立国内首家街道治理研究院，共同
探索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的基层
治理工作，为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支
撑与决策咨询，创造出“顶层设计规
划、基层试点推进、整体复制推广”
的ABC方法论，开创了“校、社、地”
合作新模式。推进社区工作者持证
上岗，落实“持证补贴”，鼓励支持社
区工作者参加职业水平考试，持续
开展考前培训，打造“课堂上学、实
践中练、交流观摩时悟”多种培育场
景，助力社工提升专业水平。目前，
全区432名持证人员已成为各镇（街
道）社工站专业力量。同时，坚持

“社工+志愿者”联动，引进专业社工
组织，发挥专业社工在志愿者招募、
组织、管理、培训等方面的优势，依
托14处镇（街道）社工站组建843支
志愿队伍，采取组团服务、菜单服

务、主题服务等方式，为社区居民提
供志愿服务。

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东昌府区
把握群众需求导向，深耕社区多元
实践，多渠道获取群众需求，深挖城
市治理“合伙人”资源。柳园街道聘
请53名外卖小哥为兼职网格员，利
用微信群及时记录、上传群众关切，
为社区网格员提供线索，推动问题高
效解决。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红
旗驿站”，设立“驿家亲快递小哥服务
站”和“新火聊圆”电动车智能换电柜，
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形成“以服务换
服务、抓服务促治理”的良性循环。同
时，“量体裁衣”提供服务，从社区居民
最关心、最迫切的需求出发“量身定
制”便民服务。在向阳社区试点开展

“朝夕相伴·温暖同行”行动，成立“日
间照料家居屋”，解决居家养老需求，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党建品牌“亮”起来 基层治理“活”起来

东昌府区“五社联动”共建幸福社区

■ 本报记者 王培源

“市民花几百块钱就能在这里
认领一块地，种一些自己爱吃的蔬
菜，周末还能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劳
动，一举两得。”2022年12月30日，在
东昌府区堂邑镇肖庙村梨园，该村党
支部书记王有新说。

“2018年，围绕创森工作，肖庙村
流转土地60亩，栽植梨树5700棵。但
过去几年，单纯依靠果树种植并没有
取得预期收益。”王有新说。2022 年
堂邑镇创新做法，走“一村一品”产业
发展之路，积极推进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建立起党支部与群众的经济联结

纽带。王有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通
过建设“市民自留地，一分小果园”项
目，他们将整个梨园分割成 300 个小
单元，由市民承租认领，每年收取600
元租金，并在村内规划娱乐、餐饮区
域，梨园项目的收入支付完村民土地
流转费用后，剩余收益的40%作村集
体收入，60%分配给村民，做到了最大
限度地让利于民，促进产业融合，实现
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
益，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2022年，东昌府区把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
织工作能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重要抓手，坚持多措并举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推动村庄抱团发展、
连片振兴，促进行政新村和自然村
集体经济共同发展壮大。充分利用
农村特有资源优势，在推广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基础上，探索“多村
抱团”的发展模式，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结出累累硕果。截至目前，全区
已成立 354 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
个镇（街道）党（工）委领办合作社联
合社。

2022 年 9 月，在道口铺街道庆祝
丰收节活动现场，东昌府区兴道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开发的“道”
系列产品集体亮相，“道”鸽烧鸽、

“道”禧西红柿、面面聚“道”、桃桃礼

“道”等农副产品礼盒让人眼前一亮。
道口铺街道党工委发挥枢纽作

用，统筹各类资源，将31 个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聊城市
东昌府区兴道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通过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同
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叠加，推动资源
集聚整合、带动产业项目发展，实现
村级集体经济由“单打独斗”向“抱
团发展”蜕变。同时，加快推进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破解村级“造血”功
能不足、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
走出了一条增强基层组织力、持续
带动集体群众“双增收”、加速乡村
振兴的新路子。

“领”出来的幸福路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我们公司

从办理营业执照到完成立项，用了不到1
个月时间，效率太高了，‘红帮办’帮我们
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2022 年 12 月 25
日，巍然华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亚军对东阿“红帮办”的贴心服
务赞不绝口。

不久前，吴亚军决定在东阿经济开
发区创办一家研发生产智能机器人的企
业，但他对地方环境和各种手续办理流
程不熟悉。了解情况后，“红帮办”专员
孙世梁为其量身定做“服务清单”。从办
理营业执照到开设银行账户、办理税务
手续，孙世梁全程帮办。

东阿县找准党建与企业发展的契合
点，打造“红帮办”党建品牌，引领非公企
业听党话、跟党走，推动非公党建工作再
上新台阶。

统筹组织力量，当好“领航员”。该
县依托县经济开发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

“红帮办”中心，下设综合协调、绩效考

核、信息宣传、后勤保障等工作组，统筹
助企服务各项工作。抽调110名骨干力
量，组建三级“红帮办”队伍，全方位服务
150余家企业。每季度开展一次帮办工
作绩效考核，推动了“红帮办”作用得到
发挥。

统筹发展资源，当好“服务员”。“红帮
办”专员作为政企之间的桥梁，围绕“双招
双引”、重点项目、安全生产、新业态发展
四大领域，对企业开展常态化分类指导和
精准服务。截至目前，共解决用水用电、
货物运输等各类问题800余个，消除安全
生产隐患1900余处。

统筹党群共建，当好“指导员”。“红
帮办”专员积极指导企业开展党组织、
群团组织“双向共建”，组织帮包企业每
周开展 1 次“助力企业发展圆桌会”，引
导企业主和群团组织、党员交流对话，
汇聚抓党建促发展共识。推动党员主
动融入企业，在生产一线打头阵、当先
锋。

东阿县

“红帮办”为企业精准纾困

本报讯（记者 苑莘） 1 月 2 日，位
于高新区顾官屯镇的市大外环项目建
设现场颇为忙碌，一面红旗下，项目建
设者正争分夺秒地抢工期、赶进度。
按照“支部建在项目”的部署，市公路
事业发展中心深化党建与业务工作融
合，推动了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得到省
交通运输厅的表彰。

“攻坚克难时就应该我们党员顶在
最前面。”在顾官屯镇路段开展攻坚行
动的党员突击队员徐大军说，他们将保
质保量、加班加点推动项目早日建成。
总里程121公里的市大外环是全市上下
关注的重点项目，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组织开展了以

“比工艺工法、赛工程质量，比平安稳
定、赛安全生产，比节点管控、赛工程进
度，比措施达标、赛工地环保，比协同高
效、赛精细管理”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
动。“我们有信心实现如期通车的目
标。”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干部李树荣
说。

近年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

以“坚持党建引领，把支部建在项目”为
总体工作思路，贯彻“全过程一体化”管
理理念，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基层党建
新模式、新途径，制定了《支部建在项目
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该中心坚持“六
个一线”工作法，即书记在项目一线、党
员在项目一线、学习在项目一线、阵地在
项目一线、活动在项目一线、作用在项目
一线，将管项目与管思想、管作风、管纪
律相结合，依托项目组建党员突击队，设
立党员先锋岗，开展“五比五赛”活动，比
管理赛效益、比质量赛优良、比进度赛管
控、比安全赛创新、比环保赛节能，做到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步谋划、同步部
署、同步推进、同步考核，实现党建融合、
协同登高。

2022年11月25日，省交通运输厅党
组以鲁交党〔2022〕66号文件，通报表彰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
融合优秀典型案例，聊城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党委报送的《下活“一盘棋”，解决

“两张皮”》荣获二等奖，是全省公路系统
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1月 2日，东昌府
区侯营镇党员志愿者
向学员讲解香皂花的
制作方法。

东昌府区把为群
众办实事落实在行动
上，发挥基层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根据群众意
愿，开办免费培训班，
让有技能专长的党员
志愿者传授技艺，带动
群众致富，推进乡村振
兴。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娟 卢立美）
“高唐县委组织部积极对涉及民生领域
的相关单位进行专项监督，把着力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加强干部全
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的着力点，采取

‘沉浸式’督导调研、‘融入式’靠前监
督、‘激励式’温情护航等多种方式，坚
持关口前移，做实日常监督，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2022年12
月27日，高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东升
介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
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
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
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高唐县坚持

把专项监督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涉
及的六大领域作为强化政治监督、做实
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紧盯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深
化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广泛运用谈心谈
话、督导调研、实地走访等方式，持续加
强思想教育，推进管理全方位、监督经常
性。截至目前，高唐县委组织部开展领
导干部日常谈心谈话30余人次，推动解
决问题82个。

民之所忧，必念之；民之所盼，必行
之。高唐县委组织部将以强有力的日常
监督激励干部发扬斗争精神，迎难而上，
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让群众真正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

高唐县

紧盯民生领域 开展专项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