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梁康莉）“陈云、曾远琴，智慧防控系统
提示独居老人张正学今天早上出门一直没回来， 你们去找
下他。 ”7 月 7 日，平利县城关镇南城社区党委书记葛精莉
一边查看智慧社区平台一边说。

走到该社区五峰楼广场， 网格长陈云看见独居老人张
正学站在树下。 “张叔，外面天气热，咋不回家呢？ ”“我这个
月退休工资被人取走了，没钱用可咋办啊？ ”退休职工张正
学焦急地说。“张叔，您先别着急，把详细情况给我说说。”陈
云了解情况后，和社区干部立刻陪同老人到银行调取监控，
原来是老人自己取钱后弄丢了， 记忆模糊以为钱被别人取
走了。

“张叔，这个月我们帮你把存折里的高龄补贴先取出来
用，这次你可千万要拿好，我们已经和你家楼下的餐馆打好
招呼了，你直接去吃饭，下月退休工资到了再去结账！ ”“我
80 多岁了，真的是老糊涂了，多亏你们，不然我就得饿肚子
了。 ”张正学老人热泪盈眶地说。

据悉，该社区党委引进智慧社区平台，搭建社区智慧防
控系统，通过 AI 人脸识别技术可以监测独居老人等重点人
群的实时动向，社区干部根据预警信息主动上门查看情况，
有效防范安全隐患。

“我们近期还引进了健康村医平台，为辖区每位独居老
人配送血压计， 一旦血压升高， 健康小助手会播报健康预
警，提醒老人按时吃药，并且还会将老人健康情况传送到健
康村医平台，方便我们实时掌握老人健康情况。 ”葛精莉说，
“我们要把对老年人的健康关怀真正落到实处，让社区养老
服务更‘智慧’，助力‘养老’变‘享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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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事你来说、 急事难事我来
帮。 旬阳市吕河镇以本地毛公山为名，
搭建“毛公山茶话”说事平台，让群众
话有地方说、 理有地方讲、 苦有地方
诉、事有人去做，走出了一条村级议事
协商助推乡村善治的新路径。

搭建“毛公茶话”平台，筑牢
议事协商支撑

该镇推行“毛公山茶话会”模式 ，
实现治理阵地由办公室转向田间地
头， 议事主体由干部主导转向多元参
与， 治理方式由行政命令转向民主协
商的“三大转向”。

“以前家里有个啥事，都要自己去
找干部，现在不一样啦！ 自从村里搞了
‘毛公山茶话会’,不管大事小事，村干
部知道后都会主动找我们商量。 ”险滩
村村民丁理善笑着道出了现在与之前
的变化。

在“毛公山茶话会”这个议事“前沿
阵地”，村民们畅所欲言，从道路拓宽到
河道保洁， 从产业发展到环境整治，各

类议题在轻松氛围中得到充分讨论。 据
统计， 通过这一平台收集的村民建议
中，有超过 80%的建议转化为村镇重点
推进事项，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规范“茶话协商”模式，提升
议事协商效能

走进冬青树村一组， 施工队正在
热火朝天地对下沉道路进行修复 ，这
条曾经让村民忧心忡忡的道路， 如今
焕然一新。 村民老李看着平整的路面
连连点头说：“以前路裂了好大一个口
子，一下雨，我们都操心这路万一塌了
可怎么办。 现在村里把路修好了，我们
也安心了。 ”

冬青树村道路修复工程的成功实
施，生动展现了“毛公山茶话会”机制
的运行成效。 在道路问题出现后 ，村
“两委”迅速启动“毛公山茶话会”村级
议事协商程序：现场勘察、意见征集、
方案论证、集体决策，各个环节规范有
序。 最终，不仅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更增
强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为更高效地发挥“毛公山茶话会”
议事协商功能， 该镇以提升基层自治
水平、推进协商民主为目标，通过明确
议事规则、建立反馈机制、强化结果运
用，让“毛公山茶话会”实现协商事项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这种“共谋、
共建、共管、共享”的治理模式，有效激
发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推动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

构建“三级议事”架构，延伸
议事协商触角

“应该多种些花草树木，咱们农村
还是朴实自然最好。 ”“我不这么觉得！
你看看人家南方的村子，篮球场、共享
单车、太阳能路灯，多智能、多酷炫，现
代化一些才新潮嘛！ ”“好，大家一个一
个说，别着急。 ”近日，在双井社区，一
场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主题的“毛公
山茶话会”正在火热进行，村庄院坝人
声鼎沸，镇村党员干部、人大代表、群
众欢聚一堂， 在欢声笑语中积极商讨
改造村落人居环境的最佳方案。

为不断扩大村级议事协商覆盖
面，该镇探索践行干部视群众为亲戚、
群众视干部为亲人的 “两亲” 群众关
系，构建由镇级统筹指导、提供政策支
持，村级组织实施、搭建协商平台，村
民小组落实、 收集社情民意的三级议
事机制， 将议事协商的触角延伸到每
一户村民家中。

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 双井社区
通过分级议事， 既确保政策导向的正
确性，又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最终形成
既保留乡村特色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
的改造方案， 让每一位村民都能随时
随地参与到村庄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中，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

该镇 “毛公山茶话会” 机制的实
施，不仅密切了党群联系，而且促进了
乡村和谐稳定、凝聚了发展合力。 自该
机制运行以来 ， 累计解决群众诉求
1600 余件， 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98%以
上。 这组数据，是村民积极参与村级议
事协商的生动注脚， 是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的有力见证， 更是产业发展活力
迸发的鲜明写照。

新装的路灯照亮村庄小道， 硬化
的路面直通农家院落。 岚皋县蔺河镇
的变化，源自一套名为“群众点单 、代
表定单 、政府领单 、人大验单 ”的 “四
单”机制。 它像一座连心桥，把群众的
烦心事变为可操作的 “民生单 ”，通过
民主决策定项目、政府高效抓落实、代
表全程严监督， 打通了民生实事从呼
声到落地的“最后一米”。

“夜路难行摸黑走，农忙时节道难
通。 ”在该镇这样的烦恼有了畅通的表
达渠道。 代表联络站“民意信箱”全天
候开放，人大代表带着“民情笔记 ”走
村入户、访企问需。 无论是小路灯的安

装点位，还是泥土路的硬化长度，群众
的“急难愁盼”都被如实记录 、系统梳
理， 形成聚焦核心需求的 “民生点菜
单”。 这一环，确保了项目选得精准。

该镇将决定权交给人大代表 ，他
们深入调研，一手掂量“钱袋子”（财政
承受力），一手把脉“可行性 ”（实施条
件）。 经多轮论证筛选，形成候选项目
提交镇人代会， 由全体人大代表无记
名投票差额选定年度重点建设项目 。
今年确定的棋盘村道路硬化、 照明提
升项目、 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宣教
中心、 新建村环境整治 4 个项目第一
时间公示。 这一票，投出了民意，也凝

聚了共识。
“榜单”落定，镇政府即刻行动。 建

立项目“领单”台账，明确责任主体、时
间表和路线图，聚合资源精准发力。 目
前，棋盘村路基铺设紧张推进，新路灯
成排矗立， 新建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已竣工投用，4 个票决项目进展迅速。
百姓期盼正从蓝图变为身边实景。

项目动工，全程监督紧随其后。 人
大代表们化身 “监理员 ”，按区域和专
业分组， 定期深入工地查材料、 督进
度、问详情。 验收阶段则“锱铢必较”：
质量是否过硬？ 资金流向是否清晰？ 发
现问题及时反馈政府和群众。 从建设

中的“挑刺”到竣工后的 “抠细 ”，全程
监督构建起“提议-决策-执行-问效”
的闭环链条， 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实
办好。

“四单 ”机制环环相扣 ，用 “小单
子”串起服务“大事业”的完整链条，有
效破解 “供需错位 ”和 “政府干 、群众
看”的困局，让每一分投入都精准惠及
民心所盼。 该镇的实践生动证明：把决
定权交给群众、监督权赋予代表、执行
权压实政府，是做实民生实事、提升基
层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不断提升的
群众满意度，正是 “四单 ”机制生命力
最有力的证明。

本报讯（通讯员 邓泉）今年以来，汉阴县涧池
镇持续强化“传家训、融资源、善治理、优服务”举
措，纵深推进“四链一体”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模式，为乡村文化治理注入新活力。

该镇以枞岭村 、紫云南郡社区为试点 ，深挖
细作沈氏家训文化底蕴 ，通过家训家规 “六进 ”、
道德模范选树等载体，“矩阵式”传播家训文化内
涵，让传统家训焕发时代光彩 ，持续涵养淳朴民
风、培育文明乡风，筑牢乡村道德根基。 深入挖掘
家训 、书法等优势资源 ，整合镇内文旅 、师资力
量。 精心研发“运刚公益书法培训”“家训文化大
讲堂”等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美术、舞
蹈 、音乐等公益性活动 ，推出以 “读书有感我分
享”“小雷姐姐讲故事”为载体的“书香涧池 全民
阅读”系列活动，利用视频号、抖音号等线上阵地
开创“锦绣涧池开讲啦”“沈氏家训二十条 ”等品
牌栏目，关注量、点击量、转发量累计 2 万余次 。
招募 1000 余名乡贤和文化爱好者，编入“乡村文
化理事会”网格。 让群众自主深度参与政策解读、
项目策划、活动组织与成效监督，通过“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帮助村民解决各类实际问题 ，
提升乡村文化治理质效。

同时 ，精准收集村民文化需求 ，动态优化服
务清单。 依托戏曲进乡村，创新推行“文化节目动
态评选”机制，建立文化优质人才库和节目库。 统
筹调配镇域文化资源与人才，建立灵活高效的服
务响应机制，做实“订单式”“点单式”服务模式 ，
年均开展各类文化服务活动 300 余场次。

近年来，岚皋县孟石岭镇通过机制创新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以高效务实的服务传递民主温度，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走深走
实、焕发生机。

为及时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该镇人大牵头制定《孟石岭镇人大代
表民生微实事速办制办法（试行）》，构建“代表收集+政府办理”闭环机制，
推动代表履职更精准、民意传递更高效。 该机制聚焦闭会期间群众普遍关
心的“关键小事”，明确将单件资金 2 万元以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小型
公共设施维修、环境整治、便民服务等事项纳入“微实事”范畴，确保有限资
源精准投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

“不贪大求全，聚焦‘小而急’，就是要让每一笔民生投入都花在群众心
坎上。 ”该镇人大主席田定凤表示，通过建立民生微实事速办制，把群众的
“小事”当作“大事”抓，既激发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主动性，又让群众诉求
第一时间得到响应。

“有诉求随时提，提了就有人管。 ”这是群众对微实事速办制的直观感
受。 为让民意表达“零障碍”，该镇人大多维度拓宽诉求收集渠道：群众可通
过“岭上夜话”院落会与人大代表面对面说事；人大代表依托走访选民、人
大联络站接待、活动日等常态化收集诉求；同时整合微信公众号、“12345”
政务服务热线等线上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诉求收集全覆盖。

诉求收集后，关键在“快办”。 该镇人大建立“分级响应”机制：简单事项
“即收即办”，当场明确解决方案；复杂事项“会商速办”，召集人大代表、村
“两委”干部、相关站所负责人，当场敲定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确保“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速办”不代表“粗放办”，质量关如何守？该镇人大代表全程“在线”。通
过组织辖区人大代表、议事代表组成督办小分队，对每一件“微实事”实行
“立项—办理—验收”全流程跟踪。

“涵洞维修不仅要堵漏洞， 还要考虑汛期排水， 得现场看材料、 查工
艺。 ”该镇人大代表在督办丰景村涵洞维修时，现场提出改进建议，推动施
工方优化方案。 办理结果同步在人大联络站公示栏、事项发生地“晒出来”，
接受群众“打分”，确保“办得快”更“办得好”。

截至目前，该镇民生微实事速办制已解决包括“三类儿童”监护人体
检、村口环境整治等民生事项 11 件，群众满意度达 100%。 “从诉求提出到
问题解决，群众全程参与、全程监督，这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鲜活
实践。 ”田定凤说。

“茶话会”议出治理“心”路
通讯员 曾思雨

“小单子”服务“大民生”
通讯员 李亚珍

7 月 9 日凌晨，雨幕倾盆，安康中
心城区险情多点告急：大桥路马坎十
字， 浑浊的积水迅速漫过人行道；汉
江一桥北头转盘处，黄泥汤与雨水搅
作一团；江北九华饭店门前积水肆意
横流；二黄广场的步道上 ，滚落的石
块横亘其间，阻断了晨练市民的通行
……

险情即是命令， 抢险刻不容缓！
“各小组注意， 立即启动三级应急响
应！ ”凌晨的雨幕中，安康中心城区市
政园林排水防涝指挥部副指挥长廖
邦友的指令声格外铿锵。

话音未落，一群身着醒目橙色雨
衣的抢险队员迅速分赴各个险情点。

在积水深达 70 厘米的马坎十
字，道路抢险队员王伟和队友们毫不
犹豫地半跪在浑浊的水中，徒手奋力

掀开被杂物堵塞的排水篦子。 泥水瞬
间浸透了他们的前胸后背。 “顾不上
了！ 水排不下去，路就没法走，大家上
班都受影响！ ”王伟抹了把脸上的雨
水，吼了一嗓子 ，手中的铁钩不停翻
飞，篦子下的堵塞物被迅速清理。

几乎同时 ， 在汉江一桥北头转
盘， 雨水混杂着泥浆令人步履维艰。
队员丁礼东、张旭合力揭开沉重的井
盖，疏通车随即启动高压水枪冲洗管
道 ， 水车紧随其后冲刷着路面的淤
泥。 “最难清的就是这些黏稠的淤泥，
得靠水车一遍遍冲。 ”丁礼东喘着粗
气说道。 不到 1 个小时，积水和厚厚
的淤泥就被清理一空。

江北九华饭店门前的抢险现场，
队长张祖红正带领队员分组接力清理
排水篦。 他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 张

祖红紧盯着水位刻度， 积水正以肉眼
可见的速度迅速消退， 主干道的通行
威胁终于解除。

与此同时，汉调二黄广场的步道
上，“一、二、三！ ”队员们喊着整齐的
号子，合力将滚落的石块搬离。 “早上
有晨练的老人，万一绊倒就危险了。 ”
队员程勇一边解释，一边利落地拉起
警示带，将隐患区域围挡起来。

清晨七点半，当第一批上班的市
民走出家门时，眼前的景象已与几小
时前的情景完全不同 ： 道路积水消
退，淤泥无影无踪，车辆有序通行，落
石隐患点警示标志格外醒目。 城市主
干道的“脉搏”重新平稳有力地跳动。
唯有路边残留的泥痕及抢险队员们
湿透、沾满泥浆 、正默默收拾工具的
背影，无声诉说着这场与暴雨的 “短

兵相接”。
这一切的背后，是安康市近年来

着力构建的城市应急响应快速反应
机制在发挥作用。 面对汛期频发的极
端天气，这套机制如同城市的 “神经
网络”，高效联动气象 、市政 、公安交
警等多部门力量，强调“扁平化指挥、
联动响应、快速处置”。

市市政园林处负责人黄伯鹏介
绍，一旦接到高级别预警信号 ，相关
单位及应急抢险队伍立即进入临战
状态，人员 、设备提前预置到易涝点
等重点区域。 正是这种高效的协同作
战，确保了“险情第一时间发现、队伍
第一时间到位、处置第一时间展开”，
让这片“橙色”成为暴雨中最温暖、最
可靠的守护。

暴雨中的“橙色”守护
通讯员 钱运立

涧池镇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孟石岭镇办好
民生“微实事”

通讯员 李森

“大家快坐下，开饭喽！ 今天有粉蒸肉、蒸鸡蛋、
清炒时蔬，都是咱老人爱吃的软和菜！ ”每天一到饭
点，平利县长安镇西河村的“颐养餐坊”里总是飘着
饭菜香。这座位于山区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小食堂于 6
月 26 日正式建成投用，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
聊，笑声不断。

西河村安置点现有住户 47 户 92 人，其中 60 岁
以上老人 42 人，占比 45%，且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
占比超四分之一。 “很多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加上年
老体弱，常常简单应付一餐，吃剩饭冷菜更是常事。 ”
驻村第一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为了彻底解决这
一老大难问题，该村党支部通过组织召开党员大会、
群众代表大会、院落会等方式集思广益，最终确定将
安置区一套 52 平方米闲置房屋改造成小食堂，并取
名“颐养餐坊”，聘请专人管理，每日提供平价餐食。

餐坊内设有就餐区、厨房、储物间等，配备适老
化桌椅和无障碍通道，引入标准化消毒设备 ，生熟
食品实行分区管理，让老人们不仅吃好吃饱 ，还吃
得放心。为确保餐坊正常运转，西河村探索出“政府
支持+社会助力+集体投入”的多元筹资模式：争取
政府专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改造 ，发动乡贤 、爱心
企业捐赠米面油等物资，并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划
出专项经费补贴运营。多方联动让餐坊从筹建到运
营一路“提速 ”，如今每天能为 10 余位老人提供就
餐服务。 餐坊开业当天，乡贤李老板便捐赠了 500
公斤大米、50 公斤菜籽油，其他爱心人士也送来了
瓜果蔬菜 。 77 岁的尹大爷端着热乎的饭菜感慨 ：
“没想到老了还能在‘家门口’吃上‘食堂饭 ’，每顿
才 2 块钱，实惠又美味 ，党和政府真是把好事办到
我们的心坎上了！ ”

“颐养餐坊”不仅是“填饱肚子”的地方，更是老
人们的“精神乐园”。 在这里，他们不仅能享用热气
腾腾的可口饭菜，还找到了情感交流的平台。 用餐
时，邻里间唠家常、聊农事；饭后，餐坊还组织政策
宣传、健康讲座、棋牌娱乐等活动，真正实现了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有人陪伴，就是对老人们最好的礼
物。 贴心的服务，让“颐养餐坊”成为安置小区老人
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党和
社会的关爱与尊重。

“我们计划扩大覆盖面， 不断优化服务， 让更多的老人和弱势群体受
益。”村党支部书记刘国兴表示。从“住得下”到“过得好”，该村“颐养餐坊”的
烟火气里，藏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与智慧。 这方小小的空间，正用一餐一饭的
温暖、一点一滴的关怀，稳稳托起老人们的“夕阳红”，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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