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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平利县着力破解城
市基层党建“服务不细”问题，深耕
城市基层党建“责任田 ”，进一步推
动党组织向居民小区延伸， 将党组
织建设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 通过
建强组织堡垒、整合资源力量、精准
对接需求， 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安全感、满意度。

组织扎根小区

“党支部建在楼栋里，办事不用
跑远路！ ”欧冠小区居民的感慨，道
出了平利县推动党组织下沉的实
效。 该小区党支部将办公点设在 1
楼，通过问题现场交办，不仅解决了
化粪池堵塞、 房产证办理困难等问
题，更实现了“居民有事楼下办 ，党
员服务家门口”的治理升级。

今年以来， 平利县对 6 个社区
124 个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
涵盖党员底数、 楼栋分布、 物业运
营、共建资源、人才力量 5 大类信息
的“一小区一档”台账。 通过精准画
像 ，按照 “利于管理 、便于活动 ”原
则，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选派
党员参与组建” 等方式， 已建立 41
个小区（网格）党支部，实现党的工
作在居民聚居地全覆盖。

该县各小区（网格）党支部推行
“楼栋长+党员中心户”制度，将服务
触角延伸至每家每户。 通过“党员中
心户”带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环境
整治，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依
托微信群等数字化平台， 居民可在
群里提交诉求， 党支部也能在视频
中及时发现问题，形成“线上+线下”

双轨服务模式。

服务嵌入生活

“社区食堂解决了我上班没时
间做饭的难题！ ”“这里的饭菜既可
口又卫生！ ”……金缘上城小区的社
区食堂内，居民的点赞声此起彼伏。
这个由东关社区党委联合平利县民
政局在小区内打造的 “暖心工程”，
不仅提供美味实惠的餐食， 更推出
“小区内送餐上门”服务，让高龄老
人、 双职工家庭等群体尽享家门口
的“幸福食光”。

平利县将 “一社区一年十件实
事”活动延伸到小区，推动 107 个党
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与社区 “结对
子”，通过“双报到”机制，采取“分片
包干”方式，匹配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力量对接不同居民小区， 实现
资源精准投放， 大力推行多元化举
措，破解治理痛点。

该县公安、 环保等执法部门进
小区，聚焦违建、乱停车、高空抛物
等顽疾，打造安全文明居住环境；开
展“三官一律”进小区工作，提供法
律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 同时，每
季度召开社区党建联席会， 通报治
理成效，动态更新 “资源—需求 ”匹
配清单，推动问题闭环解决。

与此同时， 各社区结合居民需
求，打造了一批特色服务项目。 东城
社区的“英语角”由党员教师义务授
课，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西城社区
的“老好人调解室”成功化解邻里纠
纷 70 余起；城区的“初心驿站”为户
外劳动者提供免费饮水、休息场所，

这些品牌服务已成为平利县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的亮丽名片。

党员亮在一线

“我认领英语辅导！ ”“志愿服务
队算我一个！ ”……在东城社区共驻
共建群里，党员们争相“亮身份 、领
任务”。 每周六，由平利县中学和城
关第五小学教师联合组成的志愿团
队，都会在社区“英语角”义务授课，
这正是平利县推动党员“三亮服务”
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该县 1800 余名在职党
员带着“好事清单”到社区报到 ，根
据专业特长认领政策宣讲、 课业辅
导、纠纷调解等服务岗位。 通过“群
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模式，
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爱心帮扶、文
化惠民等活动。 今年以来，累计解决
居民需求 250 余件， 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70 余场次，惠及群众 2 万余人
次。

平利县还注重挖掘和宣传党员
先进典型：教师小区老党员万吉贤，
70 多岁依然热心服务群众， 渐渐成
为居民的 “贴心人 ”、社区的 “千里
眼”； 水晶郦城小区党员肖泽清，退
休后投身社区做起调解员工作。 他
们的故事通过社区宣传栏、 微信公
众号广泛传播， 激发了更多党员和
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从 “支部建在小区 ”到 “服务融
入万家”， 平利县以党建为纽带，将
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让居民
在城市生活中感受到更多获得感 、
幸福感。

夏日微风轻拂， 汉阴县双乳千
亩荷塘景区里，荷花竞相绽放，碧波
荡漾间， 一幅动静相宜的文旅融合
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该景区巧妙借
“荷”之韵、以项目为笔，让这片荷塘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

景区内， 各游乐设施让人兴趣
盎然。 网红小火车悠然穿梭在莲叶
与荷花之间，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
串联起梦幻般的花海之旅， 成为游
客镜头下最亮丽的风景线。 “托马斯
小火车”响起充满童趣的旋律，载着
欢声笑语的游客穿行于碧波翠影
间，恍若一幅流动的田园诗画。 不倒
翁小姐姐，裙裾翻飞似荷瓣摇曳，笑
靥如花映着碧波。

景区水域上，“水上高尔夫 ”将
运动的优雅与自然的野趣完美融
合；“草船借箭”项目让游客化身“三
国将士”，在拉弓搭箭间触摸历史的

脉搏；“水上碰碰船”则引得游客阵阵
欢笑， 让亲水时光充满了童趣与激
情。 从岸上到水中，从静观到互动，该
景区精心打造了一个“可赏、可玩、可
乐”的全域沉浸式体验空间。

为进一步提升双乳千亩荷塘景
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鼓励社会各
界广泛宣传荷塘自然风光、 历史人
文与特色体验，礼遇先进榜样，双乳
镇制定了《双乳千亩荷塘“宣传引流
奖门票”暨优待礼遇办法》，广泛动
员社会各界力量， 共同参与荷塘的
宣传与推广。 道德模范、先进典型、
65 岁以上老人等群体， 更可享受相
应价值的体验券等优惠政策。 这一
举措不仅彰显了人文关怀， 更有效
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参与热情， 为景
区的宣传与引流注入了强劲动力。

该景区还紧跟新媒体传播潮
流，精心策划了“夏日游园活动”，邀

请 20 多位市级旅游达人、网红等实
地打卡。 镜头下，小火车穿越花海的
浪漫、“水上高尔夫”一杆进“荷”的
优雅、“草船借箭”百发百中的畅快、
“水上碰碰船”激起的欢腾浪花……
这些精彩瞬间被旅游达人和网红们
巧妙捕捉， 创作成一条条爆款短视
频，迅速在网络上掀起热潮，成功将
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留”量。

通过一系列措施， 今年双乳千
亩荷塘景区已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
次，较往年同期增长 50%以上，仅景
区门票收入就达到 20 余万元，其他
经营性收入 8 万余元。 “千亩荷塘小
火车” 更是跃居安康景区抖音收藏
榜榜首、热销榜第二位。 同时，“水上
高尔夫”“草船借箭”“水上碰碰船”
等项目口碑爆棚， 相关话题阅读量
突破亿次大关， 双乳千亩荷塘景区
已然成为今夏周边游的热门打卡地。

本报讯 （通讯员 谢小庆 ）今年
以来， 安康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以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引
擎，以推进“城区通办”为切入点，着
力打破地域限制、简化办事流程，让
企业群众告别 “两地跑”“折返跑”，
用便捷服务激活营商环境 “一池春
水”。

打破区域限制，实现就近办理。
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统筹指导下 ，
安康高新区携手汉滨区共同构建
“城区通办”服务体系，通过制度协
同、区域联动、流程优化等创新举措
打破传统地域藩篱， 推动政务服务
从“按区办理”向“全域通办”转型升
级。 在资源整合方面， 深度融合公
安、人社、医保等多部门资源，建立
“区域协同”办理机制，实现部门间
数据共享与流程再造。 同时，聚焦企
业群众办事需求， 系统梳理食品经
营许可、就业参保、道路货运审批等

高频事项， 形成 123 项标准化通办
事项清单。 截至目前，“城区通办”业
务累计办理 50 余件。

整合政务资源，优化办事流程。
在线下服务层面，设立“城区通办”
综合窗口， 创新推行 “一地一窗受
理、两地协同审批”模式，将分散在
各部门的业务集中归口， 依托智能
系统实现申请材料跨区流转。 此外，
同步推进精简办事流程、 压缩申报
材料、简化填报表单、缩短审批时限
“四减”改革，并统一规范审批标准，
确保服务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在线
上服务层面，借助市“线下收件”平
台， 拓展信息共享在线审批办理渠
道，群众可随时随地提交申请材料、
实时跟踪业务进度。 通过“线上+线
下”双轮驱动、优势互补，有效推动
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一体化”转
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让跨区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机制保障闭环，服务落地即办。
建立“先导后办”运行机制，在政务
中心设立“高效办成一件事/城区通
办”体验区，组建专业导办团队，在
群众办事前主动介入， 为企业群众
提供政策咨询、材料预审、帮办代办
等全流程审前服务，提前帮助企业群
众梳理办事难点、 解决潜在问题，有
效减少因材料不全、流程不熟悉导致
的反复修改、多次跑路现象，确保业
务高效办理。 同时，建立承诺限时办
结、超时自动预警、服务全程评价、结
果定期回访机制，并实时通报办理情
况，以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让便民利
民举措事事有回应、件件能落实。

据悉， 安康高新区将持续深化
“城区通办”创新举措，聚焦企业群
众急难愁盼，探索将更多跨部门、跨
层级事项纳入通办范围， 切实增强
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全力
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岚皋县以 “引凤还巢 ”
“人才回流”计划为引擎，通过政策
扶持、乡情纽带、产业赋能，吸引大
批 “兴农人”“田秀才”“乡创客”返
乡，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6 月 25 日，位于孟石岭镇武学
村的陕西多彩盛发纺织品有限责
任公司车间里，52 岁的公司负责人
焦省安正与工人一同查看生产进
度。

这位土生土长的岚皋人， 幼时
因家贫辍学赴北京打拼， 从打工生
产床上用品起步， 在老师傅们的言
传身教下，刻苦钻研技术、积累管理
经验，逐步摸清货源与销售渠道，攒
下了人脉与创业“第一桶金”，创办
了北京梦之优商贸有限公司。

在外拼搏多年， 焦省安始终心
系故土。2022 年，他响应岚皋县政府
招商引资号召， 在老家武学村投资
建设陕西多彩盛发纺织品有限责任
公司，带领乡亲共同致富。 “我终究
是要回来的，在家门口办厂，既方便

自己，也能让乡亲们就近就业。 ”焦
省安说。

如今，该公司已建成棉花生产、
化学纤维生产 2 个车间，设立缝纫、
绗缝等 5 个工种， 日均生产衣物超
1000 件，年产值达 2000 万元，带动
40 余名当地村民就业。“我负责制版
和裁剪，满勤奖、伙食补贴都有，宿
舍也齐全，月薪 1 万多元。 ”员工顾
建新坦言，公司待遇优厚，他很满意
这份工作。

44 岁的廖伦非是民主镇兰家坝
村的“归雁”典型。 16 岁辍学外出打
工的她，做过流水线工人、开过美容
院、 办过培训学校， 有了一定积蓄
后， 便自己开起了公司。 2018 年 2
月， 廖伦非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回
到了岚皋。 面对撂荒的土地和淳朴
的乡亲，她毅然决定投身农业，成立
了伦非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乡亲们怕亏损，我就带头干。 ”
在政府支持下， 廖伦非流转近千亩
山地，种植魔芋、黄花等农产品，通

过土地流转、园区务工、入股分红等
方式， 带动周边 30 户农户增收，年
发放劳务工资超 100 万元。 村民熊
良米感慨：“廖总待工人好， 一天三
顿饭，日薪百余元，大家都愿意跟着
她干！ ”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 廖伦非发
现村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 孤寡老
人无人陪伴等问题， 便先后开办了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心、养老中心，
为留守儿童当“妈妈”、为老人提供
日间照料。 “回来本是为了照顾父
母，后来想着把养老事业做起来，既
能尽孝，也能帮到更多人。 ”廖伦非
说。

据悉， 为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创
业就业，岚皋县将“筑巢引凤”作为
经济发展核心抓手，通过建机制、搭
平台、优环境、夯基础，构建人才回
流生态链。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招引
落地项目 33 个，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9 笔，金额达 2380 万元，直接带动就
业 165 人。

近年来，紫阳县洞河镇立足得天独厚的
资源禀赋，深挖特色农业发展潜力，通过特
色种植、技术升级和品牌打造，让产业焕发
蓬勃生机。 如今，当地的算盘李产业已成为
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方式，带动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洞河镇菜园村的果园里，饱满圆润的
李子压弯枝头，金黄的果实散发出诱人的甜
香，该村种植大户杨国富正在忙着采摘。 “我
种算盘李已经十多年了， 这种李子皮薄肉
厚、脆甜可口，根本不愁卖，很多都是通过微
信或电话提前预订的。 今年已经卖了 4000
多斤了。 ”杨国富笑着说。

洞河镇地处汉江沿岸，独特的富硒土壤
和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造就了算盘李优良
的品质。 这里出产的李子果肉细腻、汁水充
沛，含糖量高，深受市场青睐。 “我每年都会
专门来洞河买算盘李， 这种李子甜度高、果
香浓，家里老人孩子都爱吃。 现在交通也很
方便，随时都可以过来买。 ”正在果园采购的
冯女士说。

为推动算盘李产业高质量发展，洞河镇

采取“党支部+农户”的发展模式，整合资源
打造特色产业示范带。村党支部牵头为果农
提供果园管理全程指导， 定期组织开展修
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培训，还邀请农
业专家开展现场教学。

同时，积极搭建产品营销平台，通过电
商直播、举办采摘活动等，构建“线上电商+
线下采摘”的销售网络，既保证果品质量，又
拓宽销售渠道，让果农们发展算盘李产业更
有底气。

目前 ， 洞河镇算盘李种植面积已达
1200 余亩，年产值超过 900 万元，带动全镇
400 余户群众增收。 从零星种植到标准化种
植管理，算盘李产业已成为洞河镇乡村振兴
的重点产业，不仅富了百姓口袋，更成为展
示洞河镇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

据洞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柯玉
华介绍，目前该镇算盘李种植主要集中在菜
园村、前河村、石家村、洞河村。 下一步将重
点发展李子深加工和农旅融合项目，在延链
补链上下功夫， 让算盘李产业走得更稳更
远，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有事楼下办 服务送上门
通讯员 刘芳

安康高新区“城区通办”便民利企

以荷为媒邀客来
通讯员 张均

算
盘
李
拨
动
致
富
经

通
讯
员
杨
涛

“归雁”回乡筑“暖巢”
通讯员 严杏棋 但汉宁

西康高铁安康西站目前已见雏形，站内轨道、候车室、站台建设正稳步推进。 图为 6 月 26 日的施工
现场。 党宏 摄

今年以来，岚皋县城关镇西坡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多元”理念，聚焦居民“身边小事”，开展“入户
走访解民忧 重点摸排促和谐”活动。 图为社区“两委”成员和网格员到居民小区开展入户走访、安全隐患排
查、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等工作，确保和谐稳定。 廖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