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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政法委构建“网格
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
化支撑” 基层治理体系，把
综治中心打造成服务群众
“小窗口”、普法宣传“大喇
叭”、矛盾调解“终点站”；区
城管分局在幼儿园周边人
行道安装“三车”停放架，设
置人行道隔离桩，杜绝人行
道上机动车乱停放，一举解
决困扰周边群众的出行难
问题；老城街道鼓楼社区创
新“党员会客室”，解决党员
和群众最关心、最急需解决
的问题， 架起一座全新的
“连心桥”……

汉滨区坚持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抓
紧抓实，始终把群众呼声作
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
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
为第一标准，解难题、谋发
展、惠民生，把一张张“民生
账单”变成了“幸福账单”，
真正让群众的“呼声”变成

“掌声”。

说事议事 为民办事“求实求效”

为民办实事，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试金石”。
“流水大桥通了，到流水去玩方便多了！ ”
“张坝路通了，回老家再也不用绕道旬阳了！ ”
“长岭诚信路社区不但装了路灯，还修了图书室、娱乐室！ ”
一条条讯息、一个个声音、一声声赞许，背后反映的正是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全区各

级各部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成果。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汉滨区始终坚持将“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坚持

把难事办成，把实事办好。
“真方便，手机上轻松操作就能为孩子登记参保，前后只用了 5 分钟……”说起为孩子办理医疗保险的事情，

家住汉滨区老城街道办鼓楼社区的市民张女士连连称赞。
随着参保人群的不断增加，汉滨区政务大厅医保窗口平均月接待量 2500 多人次。 长期以来，办事群众反映服

务窗口少、等待时间久、资料手续多、往返奔波累、报销周期长、办事效率低等问题。 汉滨区医保局为此开发了医保
网上经办系统，开通“网上办”“掌上办”“只跑一次”等。 绝大多数医保业务，群众只要通过医保网上经办系统在家
就可以办理。 同时，镇村医保专干通过网上经办系统，帮助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众办理医保业务，切实解
决了参保群众医保业务办理“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汉滨区区级领导率先垂范深入一线，倾听民众诉求，从群众“急难愁盼”入手，把推动问题
解决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成绩单”。 坚持以“1 张办实事清单”为核心，分层分类建立台账，坚持推行群众点单、分
类派单、多措查单的“三单”管理模式，确保“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走空、不走样。

据统计，汉滨区区级领导班子确定办实事 62 项，区级领办 50 项，各镇办各部门领办 422 项，班子成员确定办
实事 1035 项，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已全部办理结束。 该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向群众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创新载体 学习教育“出新出彩”

汉滨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始终与党的历史、党的奋斗、党的辉煌紧密联系。
枧沟苏维埃政权旧址、王莽山红色遗址、牛蹄岭战役遗址、安康烈士陵园……在汉滨区境内，这样的红色资源

有很多。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汉滨区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优势，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扎实有效推进全区党史学

习教育。
汉滨区有 30000 多名党员，农村党员基数较大，特别是老党员、流动党员更是不少。 如何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党

员全覆盖，这是摆在全区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一大难题。
在巡回指导过程中，汉滨区慢慢摸索总结党史学习教育“148”和“四个一”学习法。 紧紧围绕“党史学习 1 条主

线不偏、4 次专题研讨不缺、8 次集体学习不少”要求，要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通读 4 本“指定书籍”以及“四史”，引
导广大党员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写一写”笔记、“划一划”关键词、“讲一讲”党课、“谈一谈”感受。

“学习党史不能只是读一读，抽空还要写点笔记。 ”建民街道办党员刘阿凡翻开厚厚的笔记本坚定地说。
汉滨区积极开展机关党支部与村（社区）党支部“结对联建 送学送教”活动，累计联合集中学习 917 场次，为

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文化程度较低党员结对帮学、送学上门 1463 次，领导干部讲党史专题党课 906 次；对全区
3182 名流动党员、4147 名离退休党员、633 名“两新”组织党员发放书籍 11000 余本，有力确保了党史学习教育党
员“全覆盖”。

同时，为了让学习党史更直观、更有趣，汉滨区还创新“红色电影+党史解读+红色视频+红色宣讲”的“电影+”
模式，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2021 年夏秋之际每周五，城区安悦街的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剧场总是座无虚席，以党史题材为主的红色电影
展演让这里成了“红色影院”。

“我只要不加班，每周五晚上总会到这里来观看影片，这种学习有趣生动。 先后看过《金刚川》《上甘岭》《古田
军号》等多部电影。 ”区文化馆惠星俨然是这里忠实的影迷。

“按照省市要求，为节约资源、节省资金，我们利用汉调二黄研究院这个地方播放红色影片，累计节省观影资
金 200 余万元。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冯荣平算了一笔细账。

不仅在繁华城区，南北“二山”、村组社区也有红色电影放映活动。 汉滨区电影公司安排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员，
在各镇（街道）进行红色影片巡回展映展播 3078 场次，受众 20 万余人。

同时，该区不断丰富党史学习教育方式，依托“小场子唱大戏”，策划了“永远跟党走”红歌比赛、党史知识竞
赛、党史宣讲、汉滨党史征编等“十大活动”，利用党史题材文艺作品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355 场次，举办党史知识竞
赛、演讲、文艺演出等活动 480 余场次，有力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为了让“学党史”看得到、摸得着、更鲜活，汉滨区不仅号召党员干部从身边的红色历史学起，还对区内红色资
源进行深入挖掘，将其摄制成视频短片在网络推送，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 在 2021 年末传来一个好消
息，以发生在汉滨区县河镇境内的牛蹄岭战役为题材的红色电影《浴血牛蹄岭》即将开拍。 经过两年多紧张筹备，
红色电影《浴血牛蹄岭》已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库，预计 2022 年 3 月正式开机，主场景将在汉
滨境内五里镇、县河镇取景，拟定 2022 年 10 月前后在全国院线同步上映，作为党的二十大的献礼片。

凝心聚力 着眼发展“实事实干”

奋进新时代，奋力开新局。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汉滨区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把党旗插在经济发展一线，将党史课堂设在工地前沿，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经济增速提质，147 个区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58.6 亿元，新增市场主体 10553 户，新增五上企业 72 家，数量
全市第一；民生持续改善，新增学位 1170 个，医联体覆盖医疗机构 40 个，新建新社区工厂 84 家，技能培训 6190
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478 万元，新增城镇就业 5150 人；城乡建设加快，城市创建扎实推进，国家卫生城市通过
二轮复审，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启动实施，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有序推进，入选全国康养旅游百强城市；交通项
目完成投资 3.1 亿元，水利项目完成投资 2 亿元；生态治理有效，绿化造林 15 万亩；“十年禁渔”扎实推进，取缔“三
无”船只 633 条，蒿坪河治理项目全面完成，水环境质量全省前列，空气质量全省第二。

2022 年 1 月 13 日，汉滨区以奋进的姿态启动 2022 年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及投产活动，本次集中开工
涉及基础设施、智能制造，纺织原料、生物开发等领域 26 个项目，总投资 19.93 亿元。

“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目标赋予新使命。 我们将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
的赶考路上，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
砥砺前行，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面对新的一年，汉滨区委书记范传斌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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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老城街道办鼓楼社区党员会客室接待来访群众

汉滨区建民街道办长岭诚信路社区图书室

群众运用汉滨区医保网上经办系统办理业务

2021 年 10 月 7 日，汉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陕南人民抗
日第一军诞生地集体学习

汉滨区洪山镇党员干部在安康牛蹄岭战役遗址集体学习重点项目、关家镇魏垭村
年出栏 1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建设现场

重点项目、城东新区区职
教中心正在紧张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