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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有困难干部替跑腿
——清水河县老熊沟村积极探索“党建+信访”工作体系

呼和浩特市邮政快递业
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武川县：

“社会工作+巡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启航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 通讯员 乔
姝童）今年以来，清水河县老熊沟村
以“党建引领融合共治”为立足点，以
解决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为发力
点，积极探索“党建+信访”工作体系。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信访工作有
为有效。建立“党建+网格+代办员”
模式，建立起以村两委、党员干部为
主体的代办员队伍，将日常工作开
展与矛盾隐患摸排有效结合，实行
网格员每日排查、代办员每周排查，
村委会集中调度的工作制度，防止
矛盾纠纷隐患升级、外溢、上行。同
时，进一步拓宽问题反馈渠道，保证
村委会每日至少有 1 人在岗值班，对
来访者的合理诉求及时答复、办理，
对不合理的诉求要做耐心解释和说

明。畅通日常入户聆听、村委会信
访代办点接访、线上来电、微信群反
馈等渠道，村民“吹哨”、村两委“报
到”，第一时间“捕捉”群众急难愁盼
和矛盾纠纷隐患。

抓好源头治理，落实信访工作首
接首办。为提前发现矛盾纠纷隐患，
及时解决村民合法合理诉求，老熊沟
村主动作为，积极落实帮办代办前置
服务，坚持“一管到底”。将信访代办
件、“12345”接诉即办服务热线受理工
单等问题线索的首接责任人确定为包
案化解人，努力做到谁接访、谁负责、
谁解决，对村委会可以解决的问题及
时受理解决，对于低保户、特困户等特
殊群体，积极向乡党委、帮扶单位争取
帮扶救助，确保一接到底，彻底化解。

通过防返贫摸排、低保认证等进村入
户工作，村两委、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
头，通过“坐炕头、拉家常”等方式，面
对面沟通，及时“捕捉”潜在的问题。
对入户过程中摸排到的村民诉求、矛
盾，村两委第一时间组织研判，变群众
有困难“到处跑”为“群众动嘴、干部跑
腿”。今年以来，通过帮办代办前置服
务，老熊沟村为村民帮办代办事件150
余件，为 25户困难户送去米面等共 50
袋，为 5 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争取救助
金共计 1 万多元，帮助行动不便老年
人认证低保、五保及高龄认证累计400
余人次。

培育文明乡风，化解信访工作用
心用情。老熊沟村坚持用共情思维化
解矛盾纠纷，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

题，做到以心换心，以理服人。一方
面，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通
过文明实践讲、评、帮、乐、庆 5 大途
径，每月至少开展 1 次以上志愿服务
活动，开展法律进农家、文艺下乡、读
书分享等多样化实践活动，丰富村民
精神生活；同时定期开展“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好媳妇好婆婆”等评比活
动，营造崇德向善、敬老孝亲的正能量
氛围。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规民
约、“红灰黑”榜制度，着力培养一批

“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充分发
挥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
织在引导农户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风的作用，推动村民遇到问题能够寻
求正确的解决途径，让守法从善成为
自觉行为。

本报讯（实 习 记 者 若 谷）近 年
来，新城区呼伦贝尔北路街道麻花
板社区以“党建+”为抓手，围绕如何
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强化社区民生
服务，并结合社区现有资源，积极探
索建立组织建设、物业联建、暖心服
务、民族团结“四位一体”社区治理
格局，进一步提升辖区基层治理效
能，实现基层治理和群众满意度双
提升。

党建+组织建设 建强基层治理
“桥头堡”。麻花板社区以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为抓手，全面健全社区党组
织。目前成立党委 1个、党支部 5个，
形成了由社区党委统一领导，辖区内
各单位积极协同，党员、群众积极参

与的 1+5+N 的多元治理体系。社区
党委积极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等活动，通过举办读书班、书记讲党
课、警示教育、专题培训、集中学习等
切实提高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以党建促发展，引导党员干部履
职尽责、担当作为，增强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党建+物业联建”铺就服务群
众“快车道”。麻花板社区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建立“红色
物业”第四党支部，探索建立党组织
领导下的物业服务新模式，逐渐形成
了“1+11”的平台服务模式，即“1”是
指在小区中央物业楼一层设置的矛
盾纠纷化解联合服务站，“11”为山水

小区的 11 个居民群，以党建引领“红
色物业”为抓手，聚焦群众身边的大
事小情，由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物
业工作人员协同运作，共同化解矛盾
纠纷，逐步建立健全群众“点单”反映
诉求、社区在线“派单”、物业“接单”
的快速反应机制。

“党建+暖心服务”擦亮综合治
理“磨刀石”。麻花板社区坚持以党
建引领为核心，联合呼和浩特市山
水热力公司、经济发展合作社激活

“党建+服务”的工作模式，构建起便
民利民的社区生活圈。社区党委组
织呼和浩特市山水热力公司定期开
展访民问暖活动，面对面了解群众
诉求，倾听民声民意。

“党建+民族团结”绘就融合共
建“同心圆”。麻花板社区立足群众
需求，深耕“党建+民族团结”模式，统
筹利用辖区资源，整合社区闲置场所
打造家门口共享学习阵地——追光自
习室。该自习室全天开放，聘请有经
验的全科辅导老师为 1至 6年级的小
学生提供晚间作业辅导。为更好满足
青少年学习需要，社区图书阅览室同
步开放，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书籍阅读，真正实现为家长“松绑”，为
学生“赋能”。

下一步，麻花板社区将不断发挥
“党建+四位一体”社区治理模式，凝聚
各方力量，共同打造多元共治、和谐共
生的社区治理体系，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今年以
来，呼和浩特市邮政快递行业紧紧
围绕内蒙古自治区推进机关党建、
系统党建、行业党建，党建深度融合
业务的工作机制，牢固树立“抓行业
必须抓党建”的责任意识，持续强化
行业党建引领作用。

期间，成立呼和浩特市快递行
业党委，指导辖区品牌快递成立党
支部，建成“1+7+N”的组织模式，
建立集党、团、工会、妇联工作为一
体的党建活动阵地，行业党组织建
设得到巩固提升，并实体化运行。
推动建立 170余个“红蜂驿站”，为
快递小哥无偿提供服务；引导 50
余名快递小哥加入“红蜂团”骑先

锋志愿服务队，帮助辖区反馈解决
基层治理问题。打造党建+基层治
理品牌，引导快递先锋以“五随”为
手段、以争做“五员”为目标，充分
发挥“六者”作用助力首府基层治
理。选取流动党员较为集中的回
民区作为试点，成立呼和浩特快递
行业党委第一流动党员党支部，同
时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快递
行业流动党支部。联合多部门制
定印发《党建引领快递行业参与基
层治理工作的若干措施》，制定《呼
和浩特市快递行业党委直属党支
部创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评分
参考标准》，进一步推动企业支部
规范化。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杨
丽芳）今年以来，武川县县委社会工
作部对村委会职能职责进行全面梳
理，结合市典型案例，针对性地开展
政策宣传与解读，有效预防基层治
理中职责不明确等问题的发生；同
时精准梳理“一村一策”，厘清权责
事项清单和证明事项，重点讲解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
理体系，致力于解决村委分工不明
确，权责不明晰等治理模糊问题。
同时，通过与村干部的互动交流，收
集村民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为政策制定和服务改

进提供依据。
通过合作交流，武川县县委

社会工作部借助巡察工作拓展了
服务领域和范围。“社会工作+巡
察”的新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县
委社会工作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
协同，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效
整合力量，提升工作效能。探索
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
径和有效做法，认真落实破解基
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的
政策举措，推动武川县基层治理
水平的整体提升。

近日，玉泉区裕隆路消防救援站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馆参观学习。通过活动，全体党员进一步深化了对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和理解。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近日，新城区团结巷社区开展了“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系列“解锁屏
藩朔漠 感悟北疆融合”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摄

打好基层治理“精准牌”
——麻花板社区“党建+四位一体”模式实现基层治理和群众满意度双提升

在玉泉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
进老年大学，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收获健康、
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玉泉区老年
大学自投入使用以来，开设了书法、
舞蹈、声乐、器乐、戏曲表演等专业，
充分满足老年学员多层次多元化需
求。

走进玉泉区老年大学的活动教
室，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绚丽的
团扇画和灵动的插花作品映入眼
帘。老年学员们正全神贯注地沉浸
在创作中，现场墨香、花香四溢。

“这笔锋运转得真妙！”一位年轻
的志愿者忍不住赞叹道。旁边正在
写书法的李大爷笑着回应：“练了这
么久，就想在你们面前展示一下。”只
见李大爷手持毛笔，蘸墨、运笔一气
呵成，一个“寿”字呈现在了宣纸上。
另一边，画团扇的张奶奶精心地给团
扇上的花朵添色。细致地描绘着每
一片花瓣，色彩在她的笔下鲜活起
来。

玉泉区老年大学校长张红霞介
绍，在老年大学学习，既能丰富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让他们感受
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时希望老人们
能够发挥余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玉泉区老年大学以“让老年人喜爱”为办学理念，多举措探索老年大学建
设，邀请专业教师执教，增设形式多样的课程，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许多老年人在这里学到了知识，也结识了朋友。老年学员们纷纷表示，在玉泉区
老年大学学习，不仅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还能与老友们共同交流创作心得，享受创作
带来的乐趣。

老年大学让晚年生活更精彩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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