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时节，行走在汉滨区坝河镇的大
地上，青山如黛、绿水环绕、房屋整洁、街
道宽敞。 河坝边是陆基锥桶高位养殖鱼
池，梯田里是葱茏的蔬菜，山坡上是熟透
的猕猴桃， 山腰上是挂满枝头的核桃、板
栗和柿子，园区里是劳作的村民，农家乐
里座无虚席， 社区里洋溢着幸福的笑声
……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
福画卷映入眼帘。

这幅画卷的绘就，得益于坝河镇探索
创新的‘五个三’党建品牌。 近年来，为有
效增强支部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
激发内生动力，建立一套着眼长效、寓于
经常、便于操作的管理机制，坝河镇党委
探索创新在示范村开展阵地建设标准化、
日常工作规范化、服务群众多样化“三化
抓提升”，书记包产业、领导包项目、党员
包增收“三包夯责任”，党员承诺、书记督
诺、年终考诺“三诺见实效”，白色交办单
交办任务、黄色督办单警示提醒、红色问
责单纪委问责“三单强管理”，变被动为主
动、变管理为服务、变单一为综合“三变转
职能”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三”党建品牌创
建活动，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的新路子。

夯责任扩富路

“桑叶喂鸡，鸡蛋卖钱，鸡粪还可以给
桑树施肥，形成了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
坝河镇繁荣村致富带头人柯愈鑫介绍说，
桑叶蛋富硒，含有丰富的铁、锌等微量元
素，可以降低胆固醇，蛋黄的比例也明显
变大，颜色更黄，赢得了顾客信赖，销售火
爆。

坝河镇西北的繁荣村地处深山，森林
覆盖率约 80%，山地面积大，耕地少，不宜
种植普通农作物，林下土地基本处于闲置
状态，村上发展迟缓。针对该村实际，镇党
委书记鲁波亲自包抓该村产业发展，动员
产业带头人柯愈鑫组织农户，成立盛裕祥
生态种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3000 余亩，年种植核桃 600 余亩，林下经
济作物 400 余亩， 改良桑园 500 余亩，投
资建设现代化养鸡场，养鸡 10 万只，年产
值达 8000 万元。合作社采取土地流转、入
股分红、厂区务工等方式，吸纳农村稳定

劳动力 100 余人就近就业，带动农户 280
余人增收， 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强力引
擎，有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坝河镇镇长代记鑫介绍说 ： “书记
包产业、领导包项目 、党员包增收 ，按照
‘一村一品’模式 ，推动当地发展的成效
显而易见 ，像伍湾村的 ‘薯沼园 ’、斑园
村的 ‘牛沼园 ’、樟树村的 ‘高山稻米 ’、
寺姑村的‘猕猴桃 ’、斑竹园社区的爱心
菜园建设 、数字电商馆建设等产业园区
和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坝河镇的各村
成长起来 ，成为群众取之不竭的 ‘绿色
银行 ’，实现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
村发展之目的 ，仅 2021 年 ，全镇人均纯
收入就达到 12112 元 ，同比增长 8.25%，
致富增收成效显著。 ”

强管理转作风

“你村靠近坝河， 要在抓好防溺水宣
传的基础上，组织村组党员干部搞好巡查
……”10 月 10 日，周例会刚一结束，坝河
镇机关干部张小莽便和几名志愿者一起，
帮两家脱贫户清理卫生。

“机关干部不仅是党委、 政府的传令
员、通讯员，更是实际工作的执行员，只有
以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干工作，才能确保
上级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才能赢得党心
民心。 ”坝河镇党委书记鲁波说。

今年以来，坝河镇以“作风建设专项
行动”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实行“三单
管理”，通过白色交办单交办任务，黄色督
办单警示提醒， 红色问责单问责整改，实
现干部作风大转变。

眼下，坝河镇机关干部迟到、早退、下
乡不办事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比下
乡、比干劲、比为民办实事，工作效率明显
提高，人居环境整治 、疫情防控 、安全生
产、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均有序推进。

“三色管理只是一种手段， 看到机关
干部天天都在岗位上， 脚踏实地干工作，
我这个纪委书记也省心了，腾出手来也要
为群众办点实事啊。 ”在斑竹园社区的爱
心菜园里，镇纪委书记朱纪军正手拿铁锹
帮助困难群众干活，满是汗水的脸上洋溢
着舒心的微笑。

作风大转变，实干赢民心。“我们的镇

村干部工作态度好，办事效率高，看着他
们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忙忙碌碌的，有的几
个周甚至几个月都回不了家， 我们都心
疼！ ”当地群众为坝河镇干部竖起了大拇
指。

优服务惠民生

“以前办事要到城里去， 不仅要花路
费，而且最少要耽误一天时间，现在只要
到村上的便民服务大厅一次就办好了。 ”
家住伍家湾村的刘先生高兴地说。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坝河镇党委在打
造“五个三”党建品牌时把为群众办实事
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行“一点受理、一站
办结、服务群众”的信息化社会服务管理，
搭建多样化服务平台，村民到村委会服务
大厅，就能办理社保医保、低保证明、卫生
计生、政策咨询等业务，争取一次受理、一
次办结，让村民少跑腿、好办事，不断强化
服务群众的质效。

“头发理了 ，感觉清爽了许多 ，人也
精神了 ，感谢镇上的志愿服务队队员张
静波！ ”家住繁荣村的刘显连这几
天格外高兴 。 由于离镇上理发店
较远， 几个村的老人孩子理发不
方便，针对这种情况，该镇发动党
员干部，成立志愿服务队 ，对常住
人口不定期上门看望 ， 帮助留守
老人打扫卫生 、 代办高龄津贴和
养老认证 、缴纳养老 、医疗保险 ，
提供日常陪护和水电维修 、 煤气
罐安全检查、 代买代销生活日用
品等生活帮助。

坝河镇党委副书记陈启贵说：
“我们还积极开展党员承诺、 书记
督诺、年终考诺，变被动为主动、变
管理为服务、变单一为综合 ，强化
党建引领一切中心工作，从党员发
展、党员管理等党建单一业务扩大
到产业发展、项目推进、招商引资、
文明新风、村集体资产管理 、村集
体经济增长、农民增收、扩大就业、
疫情防控、 意识形态等综合业务，
建强了堡垒，转变了作风，助推了
发展。 ”

在坝河镇的党群干部共同奋

进下，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精品猕猴桃、猪鸡鱼养殖、文化旅游等产
业发展得如火如荼，道路干净整洁，庭院
错落有致，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人们
的幸福生活指数不断提高，坝河镇踏上了
乡村振兴的快车道。 “做梦也没想到生活
会变得这么好，满满的都是幸福，这样的
日子有奔头。”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村民们
脸上堆满了笑容。

党建引路 ，才能擦亮 “幸福 ”底色 。
“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 党组织就
应该出现在哪里 ，党员的作用就要发挥
到哪里，找准位子 ，办好每一件实事 ，想
好法子，带好每一条致富路 ，只有这样 ，
党组织和党员才能真正成为乡村振兴
战斗堡垒中的那块 ‘砖 ’。 ”坝河镇党委
书记鲁波表示，让 “五个三 ”党建品牌为
富民强村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让
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一个个优秀的
共产党员和勤劳的群众 ，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好日子是
干出来的 ”， 才能有效助推乡村振兴加
速前行 。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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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北环线驶入汉滨区江北
街道的朱家湾村，迎面便可一览西
河沟水库的旖旎风光，粼粼绿波上
倒映出蓝天花树、楼宇村居 ，不时
有水禽掠过水面，秋色便在波纹中
显现出油画般的质感。 在整个汉滨
区，类似于西河沟这样的水库共有
38 个，它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乡
镇村落的山坳处，而这些人造的湖
泊，大多都修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左右，大集体时期群策群力修建的
水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村民
饮水灌溉的“生命之源”。 且由于安
康林密多雨 、 丘壑起伏 ， 汛期时
80％以上的降雨量， 使得水库亦成
为拦蓄洪水的“防灾重器”。 可随着
时代发展，当初始建标准参差不齐
的水库逐渐出现“病灶”，一些小型
土石堤坝往往在连续暴雨后出现
溃堤风险，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起到
更加积极的惠民作用 ， 汉滨区在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水库大坝安全
和“十四五”期间解决防汛薄弱环
节的重要批示， 于去年初成立了
以分管副区长为组长， 各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小型水库
管护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制定出台
了《汉滨区小型水库管护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 并确立了全区小型水
库管护体制，拉开了汉滨区深化小
型水库管护体制改革样板建设的
序幕。

革除旧弊，创新管护标准

抵达西河沟水库的时候，水库
管护员唐志伟正拿着工具，在水库
周边来回清理白色垃圾。 不一会儿
工夫，水库周围就恢复了干净整洁
的模样。 据唐志伟介绍，西河沟水
库曾是当地重要的农业灌溉和人
饮水源，为朱家湾村数百亩农作物
提供农业灌溉， 随着地方发展，水
库的功能慢慢发生转移。 如今的西
河沟水库， 除了承担抵御旱灾、防
洪防涝等基础水利功能之外，还是
当地优质的生态养殖区域和旅游
观光的水利风景。

但和其他同类型水库存在的
弊病一样，西河沟水库也曾存在工
程老化、运维薄弱、设施不配套、权
责不清晰等问题。 “因为年代久远，
加上部分功能弱化，小型水库建成
后逐渐暴露出一些管理弊端，尤其
是人力、物力缺乏，专业性不强，导
致水库工程面貌和效益都大打折
扣。 从去年 9 月开始，汉滨区水利
局开始对全区未设立专管单位的
36 座水库规范化管理，率先选取具
备试点条件的 2—3 座水库进行试
点，今年为申报创建汉滨区深化小
型水库样板县 （区 ）工作 ，又采用
‘以大代小+政府购买服务+产权责
任单位’的组合管理模式 ，将区内
所有小型水库运行管护工作全部
纳入创新机制管理范围。 ”汉滨区
小型水库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总工程师郑清平介绍道。

西河沟水库如今崭新靓丽的
面貌，正是得益于新型管理模式所
带来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汉滨
区水利局作为统揽单位，因地制宜
健全管理制度，明确镇办和第三方
公司的管理职责，逐步指导完善防
汛值班 、 日常运营管护等各项措
施，用标准化管理理念和信息化手
段，从根本上扭转小型水库 “重建
轻管”现象，使其能够发挥更加积
极的惠民利民作用。

落实机制，加大管护力度

在省 、市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重视下，自“十二五”以来，汉滨区
水利局对全区所有水库的防洪堤
坝逐年进行了鉴定，对涉及的病险
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处理，截至今年
底， 区内所有病险水库有望清零。
位于汉滨区吉河镇的白家沟水库
便是其中一个， 总库容 13.37 万立
方米的白家沟水库，是当地一座以
灌溉为主的小⑵型水库，辐射受益
村民约 750 余人。 今年 6 月份，汉
滨区水利局对该水库的坝坡、排水
沟、溢洪道等主体建筑均进行了翻
修加固，让水库抵御汛期洪涝的能
力大幅提升。

而在汉滨区对小型水库实施
新的管护模式后，白家沟水库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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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障进一步得到提升加强。每天
早上， 管护员潘小鹏就会沿着水
库周边仔细巡查， 大坝有没有裂
缝？ 近坝水面有没有混浊？ 溢洪道
有没有淤泥？ 围绕水库安全的 20
多项检查，他需要依靠肉眼、经验、
工具一一排查。 “就像医生给病患
检查身体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
节。 ”潘小鹏这样形容自己一天的
工作。

事实也的确如此， 经过培训
上岗的水库管护员们， 正从原来
惯常的标准里脱离出来 ，转而更
加深入学习知悉有关水库日常管
理的大小事宜 ，海拔 、土壤 、水位
差， 都会影响水库安全， 甚至植
物在水库周边的生长高度 ，都有
明确的要求 。 “水库土石坝前后
坡不能有灌木， 草本植物的生长
高度不能超过 30 厘米，冬天要把
多余的灌木清除 ， 春天长草快 ，
隔三岔五就要修剪。 ” 培训课堂
上学到的知识 ，让潘小鹏对新的
管护细则如数家珍。

“这不像以前少资金、无标准、
缺技术的时候， 水库管理不精细，
村民灌溉、饮水出了问题才去找干
部解决，时间长不说，也治标不治
本。现在汛期时我们天天住在这里
守着， 水库安全问题几乎不用担
心。 ”新城街道九里湾村的九里水
库管护员成国山被聘为管护技术
员后，也对自己的工作重新下了定
义，每日巡查起来极为尽心尽力。

放眼全区， 除了黄石滩水库
和新民水库设有专管部门直管
外，其余 36 座水库均已按照新的
管护措施， 落实了水库安全 （防
汛） 三个责任， 夯实了水库作为
民生水利工程的运行管护和防洪
安全保障， 让这些镶嵌在山沟茆
峦处的一汪汪清流， 以更有活力
的状态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需求，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
更大的功能与效益。

要素保障，提升综合效益

从政策支撑到规范制度，从创
新管理到试点推行，短短一年多的
时间，汉滨区水利局坚持把小型水

库管护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以刀刃内向的勇气及时查漏补
缺，针对前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
题一项项对症下药，根据黄石滩水
库管理局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明确
权责，采用政企合作的新模式让小
型水库管理革除旧弊，处处呈现新
的亮点。

站在库区堤坝上眺望，只见每
座水库边都已安装了雨、水情自动
化监控及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初步
实现了水库自动化、智能化、专业
化管理。加上水库大坝安全（防汛）
管理“三个责任人”以及日常管护
人员的严密监测 ，这套 “人防＋技
防”的组合拳，让小型水库管理在
对标改革目标的前提下，更加科学
化、现代化，为打造小型水库管理
示范样板提供了先试先行、可圈可
点的宝贵经验。

推动小型水库管理迈入高标
准台阶的背后， 离不开汉滨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水利局的
政策驱动。 在这个过程中，黄石滩
水库管理局承接任务后，及时制定
《汉滨区小型水库标准化管理制度
（试行）》报区水利局批准并下发各
水库产权单位，同期遴选试点水库
管护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为后续
进一步明确管理单位工作职责筑
牢了基础。 今年 6 月份，安康越泽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通过项目招标
接管汉滨区小型水库具体管护工
作，在区水利局的组织下，协同汉
滨区农广校对水库日常管护人员
进行集中培训，逐步制定完善各项
考核办法，使小型水库管理迈入物
业化，在巡查维养、调度管理方面
做到履职有痕、管护有效。

汉滨区副区长周本才说，通过
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
扎实推进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
持续优化管理队伍结构，不断健全
完善保障体系。始建于半个世纪前
的 30 多座小型水库旧貌变新颜，
山水文章的内涵不断充实，逐步走
出一条适合汉滨区小型水库发展
的可持续道路，让山美、水美的汉
滨增添更多水利风景，水库周围的
村民尽享小型水库管护体制改革
所带来的生态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