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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
点、痛点、难点问题，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原
则，通过组织社会各界进大厅亲身办、陪同办、帮代办等方
式，查找解决工作短板弱项，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最大
限度便民利企。

“问需于民+亲身办”，让“服务”跟着“民声”走。 创新
开展“政务服务体验员”活动，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营商
环境监督员、企业家、市民等范围内，组建政务服务体验员
队伍，分主题、分批次走进政务大厅，零距离、全方位、多角
度体验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组织召开政务服务体验员活动
座谈会议， 与会人员结合各自行业领域实际和亲身感受，
反馈发现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建立《“政务服务体验员”活动发现
问题整改台账》，形成问题清单和整改提升任务清单，实施
“清单管理”“限时解决”“销号整改”，确保企业群众诉求落
到实处。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 3 期活动，共计 79 人参与，
累计查找解决问题 29 个。

“问计于民+陪同办”，让“服务”围绕“民声”干。 常态
化开展“坐窗口、走流程、跟执法、优服务”活动，每期邀请
至少 2 名政务服务体验员，在活动前，充分搜集办事企业
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全面掌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在活动

中，结合收集情况，全程参与监督进驻部门主要负责人，以
办事群众、工作人员、单位领导“三重身份”，体验政务服务
事项办理，发现事不好办、逾期未办、线下难办等问题，并
在座谈会上进行反馈；在活动后，持续跟踪相关部门问题
整改情况，反馈一项、确认一项、销号一项，确保满足企业
群众办事需求。 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 8 期活动，共计 21
人参与，累计查找解决问题 36 个。

“问效于民+帮代办”，让“服务”获得“民声”赞。 持续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全体干
部职工轮流开展帮办代办服务的基础上，将活动主体延伸
至政务服务体验员，充分发挥“体验员+监督员+质检员”
作用。 收集汇总企业和群众帮代办需求，定期邀请政务服
务体验员，自主选择至少 2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为企业
群众提供帮办、代办、上门办等服务，通过“沉浸式”办理业
务， 探索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有效途径。
结合发现不足，提出“三前移三减少”的具体举措，实现办
理环节减少 15.33%、申请材料减少 10.5%、办理时限减少
59.73%，推动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
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

白河县解放经历过艰苦曲折的斗争。
1948 年 3 月 29 日，中共豫陕鄂第四地委和十二

旅决定，集中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和上关独立团、郧白
独立团进行白（河）旬（阳）战斗，力争解放这两个县。

当时驻守白河的国民党武装力量有陕西保安第
七团（欠一个营）、湖北保安第四团（即“鄂保四团”）六
个连、陕西保安第八团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以及白
河县警察局、保警队等，共约 1800 人。 3 月 29 日，担
任主攻任务的十二旅三十四团，从郧西天河、板桥河
渡过汉江后，兵分两路，一路经将军河沿汉白公路，直
取白河县城；一路翻介岭，出红石河，直插后河，切断
敌军退路。 三十五团经夹河关渡江，顺麻虎沟堵截敌
军西逃。 在上关独立团和郧白团的配合下，3 月 31 日
向白河县城守敌发起进攻， 激战至 4 月 1 日上午，战
斗结束。 毙敌陕保七团团长黄甲乙以下 200 余人，俘
敌 1500 余人，活捉国民党白河县长黄家麟、郧西县县
长兼鄂保四团团长汪世襄。 白河县城获得解放，中共
白河县委和县人民民主政府宣告成立。

白河的解放，打开了陕南的大门。 胡宗南急派国
民党少将黄照华（白河人）到旬阳组建旬白平三县联
防指挥部，黄照华亲自任总指挥兼白河县县长，经搜
罗地方武装成立了自卫团。 6 月 9 日以后，即不断地
到白河县境内骚扰。 6 月 25 日，我主力部队奉命撤离
白河参加襄樊战役后，反动地主武装自卫团和棒子队
疯狂袭击我区、村公所，逮捕和屠杀基层干部和翻身
农民，在短短两个月内，破坏区公所 1 处，村公所 16

处，杀害干部和群众 130 多人。 8 月 8 日，黄照华率其
自卫团和国民党九十八旅一个团共 3000 余人， 从安
康、旬阳出发，分两路向白河进逼。在这种严峻的形势
下，中共白河县委、县民主政府为保存革命力量，于 8
月 20 日率领县区党政干部和部分基层骨干、 翻身队
员共 500 余人， 撤离白河转移到郧西，8 月 21 日，敌
军占领白河县城，全县立即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1949 年 5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和中共
陕南区委决定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 十九军和安
康军分区部队 ，于 5 月 23 日发起白 （河 ）竹 （溪 ）平
（利）战役。 首战目标是收复白河县城。 中共安康地委
带领所辖各县（白河、旬阳县除外）干部，于 5 月 24 日
从湖北郧县出发，随军西进。 309 名干部，沿途宣传群
众，动员民工，筹措粮草，支援前线。

为了歼灭白河守敌， 第十九军五十五师担任主
攻。 部队从湖北郧西出发，经七里登、店子沟、上下白
岩等三座山，急行军 150 余华里，到达指定位置，对敌
实施包围堵击。 5 月 25 日发起攻击，首战告捷，全歼
守敌二十七军一四〇团和地方保安团 1700 余人，打
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收复了白河县城。

中共白河县委书记李顺天、 县长王逐萍带领县、
区干部进驻县城，恢复各级政权组织，安定社会秩序，
发动群众支援前
线。

（市委党史研
究室供稿）

一路闪耀的红色 “星 火 路 灯 ”、 绵 延
2000 米的万寿菊花海 、巍峨肃穆的革命纪
念碑……初秋时节， 位于汉滨区县河镇的牛
岭社区人气火爆、热度不减。

1949 年 7 月， 解放陕南最大规模的战役
在此打响，战斗持续近 40 个小时，最终中国
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全面胜利， 牛蹄岭也因此
成了安康的一座精神丰碑。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红色文化、延伸文旅
产业……近年来， 牛蹄岭战役遗址吸引着络
绎不绝的市民和游客前来重温历史、 缅怀先
烈，而牛岭社区也紧跟时代的步伐，充分利用
自己鲜明的红色特色和得天独厚的红色发展
优势，走出了一条美丽和谐的乡村振兴之路，

成为集教育游玩为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牛岭社区位于安康城区东南部， 距中心

城区仅 9 公里， 由牛岭村和牛岭沟村合并而
成，辖 17 个村民小组，515 户 1952 人。 依托优
渥的生态环境、 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优越的
区位优势，牛岭社区紧紧围绕“党旗红、生态
优、产业强、农民富、乡风好”的建设目标，打
造和美宜居村庄。 2022 年，牛岭社区被中组部
列为全国第三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 ，2023
年，牛岭社区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走进牛岭社区，一栋栋白墙、灰瓦，画着
红色五角星的房屋整齐划一， 道路两旁绿草
悠悠、鲜花盛开，纪念碑、展览馆常有足音轻
访。

在牛岭红色农舍，今年 35 岁的胡开娥正
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不一会儿工夫，一大盘
特色辣子鸡和几个鲜香可口的家常菜便端上
了桌。 “每逢周末来游玩和吃饭的人就比较
多，一个月毛利润就有 2 万多元。 ”胡开娥高
兴地说。

胡开娥和丈夫寇玉峰就住在牛蹄岭战役
遗址公园附近，前几年一直在浙江打工，尽管
省吃俭用，但一年下来也挣不了多少钱。 2021
年底， 回家过年的胡开娥和寇玉峰看着家乡
的道路四通八达， 前来游览观光的游客越来
越多，这让他们欣喜不已，便决定留在家里开
办农家乐。

如今， 文旅产业已然成为牛岭社区的主

要富民产业。 为壮大集体经济，更好地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 牛岭社区成立了博渊岭旅游开
发责任有限公司， 将辖区内 8 家农家乐、2 家
民宿、2 个小超市以会员的形式纳入公司。 “前
来研学和参观的学生群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
职工很多， 大规模的用餐接待由公司整体打
包，根据接待能力的不同，分批给不同的农家
乐 ，统一食材 、统一价格 、统一标准 、统一管
理。 在利润分配上， 农家乐只需向公司上交
10%即可。 ”牛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成英
地介绍。

享受着红色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 当地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不错的收入。 “村上的
环境越来越好了，名气也越来越大，有时候提
前就订满了。 ”胡开娥说，她家的农家乐一次
性最多可接待 150 名学生的用餐， 按照公司
的标准 20 元一位，就有 3000 元的营业额。 夫
妻俩忙不过来的时候， 会请来住在附近的村
民帮忙，按天结算工资。

“现在村民们把吃不完的菜摆在路边就
卖了，过去要走一两个小时到安康城区去卖。
我这是有孩子在城里上学要照顾， 不然早都
回到村上来做点啥。 ”村民成财军说，“最近有
村民晚上摆摊卖烤玉米， 几个小时能挣三四
百元。 ”

红色是牛岭社区的特色， 也是它发展的
底色，特别是主题教育学习等活动开展以来，
牛岭社区的红色资源优势越发突显。 一时间，
全省各地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纷纷循
着历史的足迹，来此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举办
幼儿毕业典礼、组织研学等，聆听红色故事、
感悟红色精神、接受红色洗礼，其中也有来自
北京的， 这也极大地提升了牛岭社区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从而助推当地红色旅游再上新
台阶。

为进一步讲好红色故事， 提升红色文化
的吸引力， 牛岭社区先后建成了牛蹄岭战役
陈列馆和村史馆。 通过实物展示、图文介绍、
多媒体放映等多种方式， 生动再现了牛蹄岭
战役的历史场景和当地的发展历程。

“两馆” 不仅展示了牛岭社区的红色历
史， 也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丰富的红色文化
教育资源。 通过参观学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
解牛蹄岭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 增强民族
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两馆”建设中，牛岭社区
注重红色基因传承，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中富
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通过专业的讲解
引导、品尝战地餐等服务保障工作，增强游客
的参观学习体验。 据了解，场馆于今年“五一”
开始对外开放， 迄今已累计接待包括本市中
小学研学团、 企事业单位党史学习和外省市
大学生社会实践调研团等，总计达数万人次。

面对新时代发展机遇， 牛岭社区尤其注

重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以牛蹄岭战役遗
址为核心，深挖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文化体验
基地，同时结合当地的自然风光，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和生态农业， 实现红色文化与绿色产
业的融合发展。

如今的牛岭社区 ， 在配合制定牛蹄岭
AAA 景区规划的同时，以油茶、杨梅、茶园、中
蜂养殖等为支撑的特色产业， 让村民们品尝
到了增收致富带来的甜蜜。

不仅如此， 为更好地服务村民生活和产
业发展，牛岭社区还实施了交通提升项目，牛
岭社区 17 个村民小组实现组组通公路，极大
地方便了居民出行， 也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

通往牛蹄岭战役遗址公园的道路经过精
心设计和施工， 成了一条集观光教育休闲为
一体的红色旅游路线。 2023 年 4 月，围绕牛蹄
岭战役三条进攻路线之一， 修建的从安康城
区南环干道街心花园到牛蹄岭纪念碑的徒步
步道已然投入使用。

在红色旅游、 乡村旅游吸引着游客前来
的同时， 牛岭社区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越
来越靓丽的乡村风貌， 也成为留住游客的重
要因素。 尤其今年夏天以来，来牛岭社区感受
红色文化、休闲观光的众多游客，让镇村干部
忙得不可开交。 “从 5 月份以来，每天晚上来
牛岭社区观光游玩的人有三四千人， 我们干
部从晚上 7 点一直工作到 11 点，做好疏导交
通、维护秩序等服务保障任务。 ”汉滨区委组
织部派驻牛岭社区驻村队员刘金壮表示，尽
管距离城区很近，但他天天住在村上，根本没
有节假日可言。

去年以来， 牛岭社区坚持将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推动实施“千万工程”的“第一仗”，将
处于核心区域的 158 户农房进行改造提升，
同时成立以村组干部、 网格员等为主体的人
居环境整治小组，党员带头示范，动员群众从
“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全面整治房前屋
后乱堆乱放、 乱停乱摆、 乱贴乱画及侵占河
道、道路、沟渠等现象，实施农村改厕、垃圾分
类、美化绿化等项目建设，实现辖区内环境面
貌改善，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增强
景区吸引力。

现在的牛岭社区不仅红色文化氛围浓
厚，而且生态环境优美宜人，产业发展也十分
兴旺，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不仅如此，
随着牛岭红色社区建设工作的不断完善，红
色旅游已成为牛岭社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牛
岭社区将继续开拓创新、 挖掘红色文化的精
神内涵、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提升
绿色产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完善旅游设施、
提升服务质量 、 打造更具特色的红色旅游
区。 ”成英地说。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三问三办”优服务
通讯员 钟骏

牛 岭 社 区“红 ” 出 圈
记者 杨迁伟 孙妙鸿 实习生 朱晨曦

牛蹄岭战役遗址公园 周濬 摄

集观光教育为一体的红色线路 赵华斌 摄 游客如织 周濬 摄 观光打卡 杨迁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