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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区建立“双目标”“双积分”“双创建”工作机制

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清水河县花园社区

“党建 ·家”让社区服务更暖心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云
静波）近年来，回民区为持续加强机
关党的建设工作，切实强化区直机
关工委对机关各级党组织的领导，
结合区委“全领域党建提升行动”，
建立区级“双目标”“双积分”“双创
建”工作机制，树牢“制度从严”的鲜
明导向，注重从基础抓起、从支部严
起。

以“双目标”压实党建责任。“双
目标”即党建目标管理与党员目标
管理责任制，旨在促进党组织自身
建设，激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年
初明确全年机关党建目标任务，机关
各级党组织根据实际研究制定党委
（党组）、总支、党支部年度工作责任
目标，将任务分解细化、责任到人，形
成党建责任清单，构建逐级落实的机
关党建工作责任落实机制。建立党
组织党员教育管理责任清单和党员
自身规划责任清单，党员结合工作实
际主动认领履行个性义务，进一步压
实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责

任和党员实现自我管理的自身责
任 。 结 合“ 双 报 到 双 服 务 ”工 作 ，
1400 余名机关党员在包联地参与志
愿服务。

以“双积分”健全考评体系。“双
积分”即党建工作积分制与党员积分
制管理，为党内评先评优、民主评议
党员等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增强机关
党建评价的权威性。将全年各项工
作任务按照难易程度、工作量，划分
权重、赋分量化，通过督导检查、日常
监控、述职评议、年度考核等方面综
合考量，对机关党组织的全年党建工
作完成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通过日常工作、争优工作、工作失误
等几方面，对党员履行义务、承诺践
诺、作用发挥、负面行为等情况进行
综合评定。全区已成立 48支机关党
组织志愿服务先锋队，分别在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应急防灾减
灾各领域各条战线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使
命。

以“双创建”检验工作成效。“双
创建”即模范机关创建和模范党支部
创建，重在解决巡视巡察、党建述职、
督促指导等发现的各类问题。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政治
机关”第一属性，持续深化“让党中央
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创建工作，切实把模范机关创建融入
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持续巩固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成效，
以“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
为着力点，以“星级化亮晒比”为推进
手段，创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推动
机关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创先、整体提
升。全区各级机关党组织积极创建
党建品牌，目前已有 35 家机关党组
织成功打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
党建品牌，并在党建品牌的示范引领
下，进一步推深做实各项工作。

统一标准定范例，以党内法规
制度为基本遵循，在区直机关党组
织中开展“三重一大”事项议事决策
会议流程互观互学，择优选择部分

党组织作为观摩点，通过议事决策
全景展现、派驻纪检组指导点评、交
流发言提问的方式现场演示，切实
把制度和规范落细落实，为机关党
组织进一步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夯实了基础，提供了指导。通过优
化标准、序化流程、固化制度，制定

《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
实施意见（试行）》，发函提醒党组织
标准化规范化进行换届选举及发展
党员工作的操作程序、注意事项等，
每月初发布“主题党日”活动指南。
为进一步落实基层党组织书记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在微信公众号开设

“机关党建书记谈”专栏，截至目前
已刊发机关党组织书记的经验交流
文章 12篇。通过对机关党组织动态
体检、统一标准、压实责任的督促指
导，将发现的问题精准分类列出共
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清单，并进行“回
头看”，切实做到对机关各级党组织
运行情况早掌握、薄弱环节早发现，
突出问题早整改。

近年来，武川县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离退休干
部党员的经验优势，在传承红色基因、家教家风、
社区治理、未成年人成长、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
积极发挥作用，坚持以党建引领离退休干部作用
发挥，为“六新武川”建设凝聚起了银发力量。

讲好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武川县是革命老区，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有

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和感人故事。退休教
师郭志刚收集资料，编写出版了论述抗日英烈
和支前模范的作品《青山劲松》。武川县教育局
退休干部张天富与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周作升
等共同编写了《武川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武川
县扶贫纪实》等文史资料。成立了以张天富为
团长的“五老”红色革命宣讲团，截至目前，共吸
纳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 11 名骨干，他们经常
深入学校、社区、单位讲红色革命故事、党史、大
青山抗日斗争史，在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发挥老
干部的政治优势。

搞好文娱活动 唱响新时代最强音
退休老党员彭德柱是武川县老年体协主

席，在他的带动下，全县乡镇、社区、村老年人文
体团队已经发展到 50多个，活跃了当地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身患癌症的武川县统计局退
休干部彭润有与张勇、苏凤霞等老同志在可镇
组建中老年合唱团、中老年秧歌队、老年广场舞
健身队等，常年活跃在可镇社区和文化活动广
场。退休干部张勇收集红歌 100 多首，自编歌
曲 5 首，带领队员在重大节日深入乡村社区宣
传演出。退休教师郑守昌、亢有生等创建了《青
山文苑》《北方文苑》微刊物，组建了“武川诗词
协会”。老党员乔峻岭积极参与武川县文联组
织的活动，出版文学作品《收获的季节》《我的小
乡村》，在扩大武川县影响力上发挥老干部的威
望优势。

关心下一代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退休老教师王勇编印《家道与家教——家

庭教育指南 22讲》，指导家长如何教育好孩子，
掌握科学育人的方法。退休教师韩学靖不计报
酬，深入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及家长学校，宣讲《家庭教育促进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每学期的宣讲多达 10多场，受众青少年达 3000余人次。
武川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邸国雄积极对接呼和浩特市关工委，两年累计
为全县困难儿童争取帮扶资金 4万元，帮助困难学子完成求学梦。同时，
协调呼和浩特市关工委会同自治区、呼市两级统战、侨联、教育等部门单
位联合举行“侨爱心·乡村学生眼视光工程”启动仪式，组织朝聚眼科医
院专家对镇内 6所学校 10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免费视力检查，对筛查出
需配镜的学生，无偿提供眼镜，在关心未成年人成长上发挥了老干部的
经验优势。

引领本土青年人才 助推乡村振兴
武川县农科局退休干部孙国良利用在职期间的工作经验，经常深入田

间地头为农牧民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能，提升
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由他提供技术支持的武川县日新种植专业合作社
（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生产季节，每
年合作社雇佣本地村民20多人，使用季节性临时工1200多人次，为本村富
余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务工的就业岗位。退休干部赵国荣总结了庭院蔬菜
种植、室内养花、大田黄芪种植经验，并经常向村民传授种植经验，在助力
乡村产业、人才振兴上发挥了老干部的技能优势。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通讯员
马新宇）近年来，清水河县城关镇
花园社区把“党建·家”理念融入社
区治理，在整合辖区资源、完善便
民服务体系、解决基层治理难题过
程中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
营造“家园共建、家事共享”的和谐
氛围，以“真情如家、高效便民”的
服务推进社区工作暖心化、便利
化。

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家”协
同。 在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
上，有效整合资源，在联建共建中
释放党建工作的外溢效应，化“单
方力”为“联合力”。花园社区党总
支与清水河县委办、卫生健康委、
交通局、疾控中心等 17 个驻地单
位成立了城关镇花园社区联合大
党委，通过推动在职党员下沉网
格、完善服务事项，形成强大服务
合力。在社区大党委引领下，通过
不断健全完善“社区吹哨、部门报
到”工作机制，根据居民需求及社
区各项重点工作提供“菜单式”志
愿服务，组织辖区在职党员进社区
报到领岗。今年以来，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惠民政策宣讲、关爱弱势
群体、社会安全教育等共驻共建活
动 6次，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 20次，形成了支部联动、
多元共治的党建新格局。

发扬基层民主，实现“家”协
商。为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
工作水平，突出党建引领与多元共
治，花园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主
阵地，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以“需
求在网格发现+资源在网格整合+
问题在网格解决”三步走，为居民
提供“家”一样的温馨服务，切实加
强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为全面
了解和掌握社区居民的生活情况，

社区“两委”成员、在职党员和网格
员对辖区内的居民户数、人数及居
民需求等情况逐一进行排查摸底，
做到心中有数。通过推进民主化
协商、参与式治理搭建居民自治平
台，在小区内成立物业管理委员
会，积极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格局。

探索暖心服务，实现“家”调
解。为推进社区“一站式”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走深走
实，做深做实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工
作，花园社区成立“一站式”矛盾纠
纷调解中心 ，同时设立了矛盾调
解室、心理咨询室进行社区接待工
作，网格内由网格员定期收集群众
意见和诉求，小问题直接在网格内
解决，网格员无法处置的问题及时
上报社区，协调寻求有关部门支
持，让小问题不堆积、不扩散，通过

“情、理、法、德”多管齐下，实现“零
距离服务、专业化调处、综合性解
决”，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
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使网格的家味更浓、邻里的
交情更深、居民的情感更亲。

点燃公众热情，实现“家”参
与。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通过“讲、帮、乐、树、行”五张“服
务菜单”，即“讲”记忆说政策，让
理论宣讲走入寻常百姓家；“帮”
服务进万家，成就群众美好生活；

“乐”在传统节日，传承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树”好模范先进，树
立榜样力量推进移风易俗；“行”
在和谐社区，传承弘扬核心价值
观。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组织党员干部、公益组织、大学
生、群众团体等，常态化开展理论
政策宣讲、科普帮教等志愿服务，
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奋进力
量，近日，新城区海拉尔路街道公安厅社区党委联合自
治区公安厅机动侦查局党支部共同参观了呼和浩特民
族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通过实地参
观学习，大家表示，要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立足本职工
作，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9月是内蒙古自治区第41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
月。近日，呼和浩特市委老干部局、呼和浩特市军队
离退休中心、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蒙电乌兰牧
骑联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知识竞答活动，
相关单位在职党员干部、军休干部代表等100余人参
加，现场气氛紧张而有序 。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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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今年以来，土左
旗坚持把牢党建引领主线，从小处着
眼、细处入手、实处用力，积极探索实施

“党建+”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打造
乡村治理新格局，激发乡村振兴新动
能。

“原来村子里时不时就有不文明行
为出现，甚至还有小偷小摸、打架斗殴
的，自从安装了摄像头，不文明现象就
少了。”大圪贲村村民尔登图说。

据了解，近年来，土左旗北什轴乡
扎实推进“数字北什轴”建设。以大圪
贲村为试点建设了“平安乡村建设”监
控平台，全村共安装22个高清摄像头，
实现村内主要道路监控全覆盖。

监控平台和村治安联防岗亭全天
候有人值班在岗，村委会值班人员通过
监控平台发现的情况，可及时通知村治
安联防队员到场处置并解决问题。

“这个监控不仅可以监督村子里不
文明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监测
我们村的日常情况，一旦发现问题，我们
就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解决。”大圪贲
村党支部书记云利平说。

“平安乡村建设”监控平台极大地
提高了大圪贲村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智
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通过数字
乡村可视化大屏，不仅有效监测警情、
火情，更在秸秆禁烧、人口走失、交通违
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人民财产损失。

大圪贲村充分发挥“党建+共治”
优势。一方面村党支部不断排查信
访矛盾隐患，网格员挨家逐户地采集
信息、按时走访，精准、全面掌握网格
内的社情民意；另一方面聘用党支部
小组成员、离退休干部和在村内具有
较高威望、对法律政策掌握较好的乡
贤为人民调解员、志愿者进行联动合
作，提高矛盾纠纷调解成效。

同时，大圪贲村探索实施“新时
代文明实践超市”志愿者积分激励机
制，将德治与自治有机结合，通过构
建“受助—助人—互助”“奉献—回
报—奉献”的党建服务新模式，激励
全村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乡村自
治，撬动党员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

情，培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
会氛围。

白庙子镇吉牙图村创新基层治理
方式，采取“门前三包”和“六合一”的联
合整治模式开展工作，每巷有片长、保
洁员，业绩考核与工资直接挂钩，形成
了党员+委员+群众的“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有机网络管理体系，党员干部群
众互相监督，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
态势。

绿色发展理念也是吉牙图村党
建工作的重心之一。为打造绿色长
廊，吉牙图村种植果树 360 棵、垂柳
1200棵、山桃树 300棵，拟将吉牙图村
打造成为富饶、绿色、美丽的田园风
光乡村。

土左旗探索“党建+”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机制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杨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