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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社区工厂，培植增收“摇钱树”

“我们这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和家庭妇女，不能出去打工，就在家里
做藤编，我觉得蛮好的。 ”蒋丽，现住汉阴县涧池镇紫云南郡社区，丈夫在外
务工，为了方便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她就在社区工厂上班，工厂离自己家
里仅 200 米，“上楼睡觉、下楼上班”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她自己所说，
手脚稍微勤快一点，一个月挣两三千元完全没问题。

汉阴按照“两个全覆盖”要求，先后出台《培育和发展新社区工厂发展
规划》《汉阴县新社区工厂“两个全覆盖”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该县新
社区工厂发展迅速，截至 2021 年底，全县新社区工厂已达到 111 家。

强化保障支撑兴产业。 该县建立县级领导包抓社区工厂工作机制，将
新社区工厂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强化招商引资，围绕毛绒玩具、电
子产品、藤编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展招商 6 批次，洽谈项目 38 个，南
京通孚、东莞伟高等一批知名企业相继落户汉阴。 2021 年以来，全县累计
为 64 个社区工厂兑付各类补贴 1422.08 万元， 全县社区工厂已实现产值
5.416 亿元。

强化跟踪服务促发展。 开辟“绿色通道”，组建专班对社区工厂落地企
业实施“保姆式”跟踪服务。 与中国建行深度合作，积极推行“零担保、零抵
押、纯信用”的“新社区工厂贷”。截至目前，为 11 家企业发放新社区工厂货
款 775 万元。

“以前家里总是紧紧巴巴的，自从我在社区工厂上班以后，一边照顾孩
子一边做工，每个月能挣 2000 多块钱，家里一下就显得宽裕多了。 ”同在涧
池镇紫云南郡社区居住的谢祖菊，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直找不到合适
的事情干，一家人的花费就落在她丈夫一人肩上。自社区工厂开工，她就到
社区工厂去上班，下班还能到附近产业园区务工，一下缓解了家庭经济压
力。

社区工厂发挥了独特优势，有效应对了挑战，逐渐在站稳了脚跟，为县
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活力，既盘活了部分闲置资产 ,又带动了本地
区经济发展,还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新社区工厂已成为汉阴社
区建设工作重要载体，为更多的群众提供了就地就近就业岗位和稳定增收
的机会。

强化社区治理，绘就干群“同心圆”

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
益，事关基层和谐稳定。近年来，汉阴因地制宜开展基层治理创新，多角度、
多层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行“321”基层治理模式。 汉阴按照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党
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系居民”为纽带，以“管理网格
化、服务精细化”为路径，以村级高效治理平台为依托，有效实施“321”基层
治理模式，筑牢社区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

“这次主要是检查用电取暖安全， 同时上门给成敏夫妇办理社保手
续。”欧定斌是平梁镇兴隆佳苑社区住户成敏家所在楼栋的网格长。成敏家
共有 9 口人，丈夫父母残疾，妹妹患有精神疾病，夫妇俩生育两对双胞胎 4
个孩子，小儿子又患有癫痫。 搬进新家后不久，欧定斌就敲开了成敏家的
门。

兴隆佳苑社区共有 11 幢楼 29 个单元， 为了实现管理服务全覆盖，社
区实行三级网格化管理，分别配备总网格长 1 人、一级网格长 6 人、二级网
格长 11 人、三级网格长 29 人，实现每个单元都有一个网格长的管理服务
方式，实现了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密。

创新易地搬迁社区“138”治理模式。 一个支部强引领，目前 20 个易地
搬迁点设置社区党支部 7 个、党小组 7 个，有力发挥党组织在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中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 三大载体强支撑，规范设置社区居
委会，建设社区工厂，发展农业产业园区，“三大载体”助推实现了搬迁群众
持续稳定增收。 八个中心强服务，围绕满足搬迁群众入住后的“学、医、养、
人、钱、业”等服务需求，满足群众多种需求。

“以前在外打工，两个人每月也能挣几千块，但一家人花销太大，尤其
两个娃在外上学，经济较为紧张。 ”家住兴隆佳苑搬迁社区的王锦颜，是个
手脚麻利的女人。 她和丈夫承包了社区农业园区 30 亩桑园、1 个蚕室，一
年养 4 季，收入近 10 万块。 王锦颜预算，除去承包费、工人务工费和管护
费，一年可净挣 5 万左右。 “138”社区治理模式，从根子上改善了搬迁群众
生活条件和环境，解决了社区安稳、群众安居乐业关键性问题。

“社区建设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关系着城乡建设、产业发展、
社会民生、基层治理、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 要切实将各项工作谋划好、安
排好，把力量资源统筹好、调度好，推动各项工作齐头并进、高效落实。 ”在
全县社区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县委书记刘飞霞的讲话掷地有声。

如今，一个个走向文明幸福的社区，正成为三沈故里、人文汉阴崭新的
城市名片；一张张发自内心的笑脸，见证了这座县城的抱负与情怀。百姓的
幸福路径，在社区建设中不断向远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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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入选“献
礼建党百年” 基层党建与民生发展优秀案
例，“兴隆佳苑”“紫云南郡”社区名字频频登
上央视 《新闻联播》 等中央媒体首页首屏，
“医养结合” 社区养老经验被新华社等中央
媒体进行专题报道，南街社区被命名为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新城社区获评全国
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联络工作示范站……

“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
大厦才能稳固。 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要
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近年来，
汉阴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
将其作为推进新型城镇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的重要举措，持续加大投入，着力优化资
源配置，不断开创社区工作新局面。

建强工作队伍，当好社区“主心骨”

社区建设，党建先行。汉阴将社区党建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县委书记刘飞霞带
头多次深入社区调研指导社区党建工作，实地指导工作开展。 部门紧盯社区党建
目标任务，以随机查看、督促指导的方式，坚持每月到点到人，推进党组织建设、人
员选配和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认真履行社区党建工作责任。

“上次合作社发肥料，一袋子一百斤，我搬不动，正发愁呢，正在社区开党员会
的一个小伙子二话不说，帮我送到家门口，到现在我还不晓得他的名字。儿女不在
家，社区干部就是我们的亲人。 ”平梁镇兴隆佳苑社区留守老人张德康谈起社区党
员，连连点头。

“自社区党支部成立以来，引领社区文化理事会、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开展活
动，党员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非常高，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群众的信任度越来
越高。 ”平梁镇副镇长、兴隆佳苑社区党支部书记欧波说。

社区工作，干部是主心骨。汉阴县通过抓实“三关”，从源头保证社区干部过硬
战斗力。抓“准入关”，合理核定社区干部职数，严格执行社区党组织书记县级备案
管理、“两委”成员资格联审和“两委”干部及监委会主任“一人一档”三项机制。 抓
“培训关”，制定《汉阴县村（社区）后备力量培育实施办法》，依据年度培训计划，对
社区干部开展多层级、多轮次培训，提升社区干部工作能力。抓“日常关”，紧抓“三
联”机制落实、标准化党组织建设，落实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抓好社区“四议
两公开”“三公开”工作，抓实工作作风。

目前，全县建成 18 个社区，按照村改居计划，还将新成立 10 个到 13 个社区。
18 个城镇社区“两委”班子全部配备到位，现有“两委”成员和专职工作者 136 人。
投入 1280 余万元新修建 6 个标准化城镇社区。 对社区“两委”成员、社区专职工作
者纳入三岗十八级，保障社区工作人员薪酬待遇，健全职业体系。

优化为民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事关群众幸
福的大事。 社区服务的质量与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万千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
感知与向往。

抓主线建好社区服务站。 汉阴改革创新社区服务，深化县、镇、社区三级便民
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帮办代办服务制度，打通服务社区群众“最后一米”。 2022
年 6 月 8 日，汉阴县社会工作服务总站揭牌暨政府购买服务签约仪式举行，标志
着全县 10 个镇社会服务工作全覆盖， 全县建成县级社工总站 1 个、 镇级社工站
10 个。

“我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第一时间为我办理了高
龄老人补贴认证，不用我亲自跑路，社区的服务非常周到。 ”家住汉阴县阳光小区
的 85 岁空巢老人徐梓成感激地说。 “一对一”上门服务是汉阴推动社区服务下沉，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工作缩影。

抓重点搞好搬迁社区服务。针对易地搬迁安置社区“人多、事杂、难管”实际问
题，汉阴县强化“5+3X 的八个服务中心”建设，健全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重点人
群关爱服务体系，推动搬迁安置社区管理精细化、服务规范化、关怀人文化。

“以前住在离漩涡集镇十几公里的山上，买东西实在不方便，现在搬到紫云南
郡社区，有平价购物中心，从粮油电器到普通生活日用品都有，我下楼就能购物
了。 ”说起社区“八中心”给居民带来的便利，拄着拐杖的残疾人罗云感触最深，她
说：最让她开心的是小区还有“儿童辅导中心”，上小学的女儿下午放学后还可以
到那里去完成作业，并且有老师辅导。

多样化引进社会力量参与。 为推进社区养老机构提档升级，汉阴通过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等方式，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事业，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
多元化、精细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建成投用 9 所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打造 3 个购买社会化服务试点，建成易地搬迁社区养老服务站 6
所，设置床位 120 张。按照公建民营的方式，引进专业养老机构“反哺堂”到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专业服务，创新“长者食堂”等服务模式，推进养老服务提
档升级。

“你掐个指蛋大的面丁，用大拇指将面丁摁在竹笊篱上，再轻轻搓一下，面就
会卷起来，而且还有花纹，你看，麻食子就成型了呢! ”志愿者王阿姨边做边讲解，
俨然当起了师傅。 2021 年 3 月 10 日一大早，志愿者们齐聚汉阴县城南街社区，大
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一碗碗充满暖意的麻食端到社区老人手里。 依托城市共
驻共建行业职能部门、驻村联村帮扶力量以及志愿服务组织，汉阴广泛开展公益
服务活动，社区服务提质扩面，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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