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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石泉县城关镇双嶂村村民谭世巧家的民宿，通透明亮的房间、宽
敞雅致的院落，让人心情舒畅。 今年，谭世巧瞅准旅游产业发展的良好势
头，把自家闲置的房屋改造成了民宿。依托地处国道旁的优越地理位置和
村口古树群的吸引力，前来体验乡村生活的游客越来越多。

“平时我们住城里，每逢周末回老家，看到村里的外地游客很多，我们
就把旧房子从平房加盖成两层，楼上是民宿，楼下是农家乐。 今年 4 月份
开业的，‘五一’和端午节客流量都不错，客房爆满。 ”谈及目前的生意，谭
世巧笑容满面。

城关镇双嶂村毗邻 210 国道， 饶峰河穿境而过， 十余株古树参天而
立。 近两年，村上依托古树群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发展乡村旅游，通过不断
完善配套设施和旅游要素，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惬意的乡村
生活。

双嶂村党支部书记陈昌德说：“我们双嶂村以古树保护为核心， 打造
集古树公园、鱼稻共生为一体的康养农旅融合水美乡村。同时持续完善交
通、河堤等配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民宿、农家乐等特色配套产业，实现古
树资源的活化利用。在有效保护古树的同时，推动乡村文旅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

而在石泉县后柳镇永红村，村民王登看准民宿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
便将自家的老房子进行重建，打造成独具特色的民宿。目前民宿主体工程
已基本完工，进入装修阶段，预计今年国庆节便可投入使用。

“我建设这个集住宿与餐饮于一体的民宿总投资约 200 万元，可同时
接待游客约 70 人，正式营业后年收入预计在 30 万至 50 万元。 ”忙着装修
民宿的王登干劲满满，言语间信心十足。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以“民
宿+”多产业跨界融合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已建成以“隐居乡
里”和“汉江宿集”为主的沿汉江民宿产业带。 在各旅游镇、景区景点及交
通主干道周边，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全县共有民宿 113 家，带动
发展农家乐 77 家，民宿产业已逐渐成为石泉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七月的旬阳市甘溪镇十字岭村，阳光
穿透层叠枝叶洒下斑驳光影。 蜿蜒村道串
联起白墙黛瓦的民居与郁郁葱葱的果园，
一幅“环境美、产业兴、乡风淳”的和美乡
村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刚入村口， 错落民居勾勒出村庄轮
廓。 白墙黛瓦间，小菜园里青椒、茄子缀满
枝头，小花园中荷花与月季竞相绽放。 村
民杨居勇家的院落经过修整后变得干净
整洁，曾经散乱的柴火码成齐整的“立方
体”，成了院角的一道独特风景。

“以前柴火乱堆， 如今门前有菜园花
池，住着畅快又清净！ ”杨居勇的言语间满
是自豪。 如今十字岭村“微景观”遍布，分
类垃圾桶沿巷排列，“脏乱差”蜕变为“洁
净美”，村民推门见绿、移步闻香。

穿过村庄，山坡上 500 亩桃园绿意盎
然。 基地负责人伍娟与工人正采摘套袋。

“2017 年建设的桃园，今年虽受旱情影响，
产量仍达 30 万斤，产值约 300 万元。 ”

桃园结出“致富果”更串起“就业链”，
全年可带动 200 余名村民务工，户均年增
收 5000 元。 “一天挣 100 元，活不累离家
也近！ ”60 多岁的李朝年笑着擦拭汗珠。

傍晚，村民李茂财家座无虚席。 村文
书梁攀结合天气讲解防汛知识：“最近暴
雨频发， 大家务必疏通房前屋后沟渠，确
保积涝及时排出，保护房屋和庄稼。 ”

此类“院落会”已成常态。 村干部入户
宣讲政策、调解矛盾，村民从“旁观者”变
为“参与者”。 邻里互助多了，纠纷少了，文
明乡风浸润村庄每个角落。

从整洁庭院到丰收桃园，从共治院落
到发展蓝图，十字岭村的蝶变，正是旬阳
践行“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注
脚。

地处大巴山北麓的平利县城关镇，305 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承载着 2.56 万户、6.35 万常住人
口的烟火日常。 这里不仅是茶饮产业蓬勃、生态
旅游兴旺的经济热土， 更在方兴未艾的社区治
理领域，悄然书写着一份以党建引领破解“大城
细治”难题的亮眼答卷。

在以党组织为红线， 探索城市社区善治路
径的征途上，城关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建强
组织根系为“主心骨”，以创新治理机制疏通“微
循环”，以精细服务守护民心“柔软处”，推动治
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服务下倾，实现了组织
根系穿透治理坚冰、制度活水激活自治动能、服
务温度抵达民生末梢的深刻转变， 让万千居民
家门口的“小确幸 ”，汇聚成县域实践的 “大图
景”。

组织根系锻造治理“主心骨”

治理难题千头万绪，核心在于凝聚力量，城
关镇敏锐地将建强组织堡垒作为破题之笔。

在东关社区的金缘上城小区， 党建的根系
已深深扎进治理的土壤。 这个 2012 年交付的小
区曾面临开发商遗留问题、 业主投诉频发等诸
多挑战。 2023 年 4 月， 金缘上城网格党支部正
式成立后， 变化悄然在这个小区发生。 在镇党
委、政府的统筹下，社区两委力量与小区 212 名
在册党员拧成一股绳。 网格党支部与红色物业
党支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支部书
记邹伟礼身兼社区支委成员， 成为链接党组织
与居民自治的关键枢纽。

“党员站出来，服务跟上来，难题解开来。 ”
在城关镇绝非一句空话。 金缘上城网格党支部
组建起三支“红”队伍，党员职工优先进入物业
岗位，威望高的党员群众担任义务监督员，党员
骨干牵头组织居民推选楼栋长、 单元长， 织密

“支部+物业公司+楼长”服务网。 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治理举措立竿见影，曾经频发的上访归零，
邻里矛盾、设施维修等“家门口的事”在支部内
部高效化解。 2023 年， 红色物业党支部牵头解
决了因消防管道爆裂导致多户受损的重大纠
纷，居民信赖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小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内，用餐区、棋牌室、
儿童娱乐室、书法室等一应俱全，是居民们心中
温暖的港湾。 70 多岁的独居老人袁兴琼，除每
周两次透析外，几乎都在中心度过。 “食堂饭菜
可口，价格也便宜，菜单每天在微信群更新。 我
们这些老人过上了放下锅铲、 直接走向餐桌的
好日子，每天还有人陪着聊天，生活很舒坦。 ”

深入金缘上城小区的肌理 ， 该网格党支
部在全省率先探索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
主自主管理”新路堪称基层智慧的典范。 2019
年，通过业主大会持续争取 ，小区 A 区 539 户
业主的 500 余万大修基金成功实现自主存储
管理 。 与银行签订协议后 ，年利息 20 余万元
成为小区发展的“源头活水”。 通过“用利息保
本金 ”，业主大会集体决策资金用途 ，车棚改
造 、道路拓宽 、闲置鱼塘变身景观池 、绿地科
学改造为收费停车位。

邹伟礼介绍：“每次会议都在党员活动室公
开进行，所有收支透明公示，每三年开展一次审
计，真正让居民实现自主自治。 ”良性循环由此
建立，环境提升带动口碑，小区房价走俏，物业
费收缴率达 95%以上， 困难户则由物业公司和
支部商议免除物业费。 治理温度与管理温情协
同并进，极大提升了居民满意度，汇聚成居民心
中实实在在的暖流。

机制创新疏通治理“微循环”

治理的活力，源自有效管用的运行机制，城

关镇各社区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系列激发内生动
力、化解深层矛盾的制度创新。

在美佳星座小区， 南城社区党委通过重建
组织架构啃下了困扰居民五年的“硬骨头”。 五
年前的一个午后，“砰”的一声，一块外墙瓷砖砸
落在地，让目睹此景的居民至今心有余悸，更在
社区党委书记葛精莉心头留下疙瘩。 几百户居
民头顶悬着“瓷砖炸弹”，加之多部电梯时常“罢
工”，居民困扰不已。

“房子早已交付，找开发商无济于事。 要修
外墙只能动用大修基金，但多数居民不同意。 这
五年为这事磨破了嘴皮子。 搭建的防护棚去年
底也坏了，维修外墙已是迫在眉睫。 ”葛精莉娓
娓道出始末。

去年十月， 葛精莉带着公开提事、 小区分
事、社区议事、民主定事、综合办事、结果公示、
反馈民事的“七步工作法”叩开业委会大门，会
同支部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

“陈叔 ，外墙不修不行了 。 万一瓷砖再掉
下来砸到人 ，家家户户都要赔偿 ，不如早点签
字同意，免去后患。 ”“李姨，理解您的心情，谁
都不想刚住几年就动大修基金。 但没办法，您
看民法典第 1254 条涉及建筑物脱落坠落责任
咋判定的……”懂法的网格支部委员耐心讲解
风险。

功夫不负有心人，“七步工作法” 最终赢得
70%以上居民签字同意。施工队为楼房披上真石
漆“新衣”那日，焕然一新的面貌让社区干部红
了眼眶。“太不容易了！五年时间，我们用好党建
这把‘破冰锤’，总算让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了。 ”
葛精莉抚摸着光洁的墙面感叹道。

与此同时，“积分制”巧妙激活了治理的“神
经末梢”。 三组网格长哈安喜因参与打扫卫生、
志愿服务等，积分高达 400 分；二组网格长周玉
宏因参与治安巡逻、 防火值班等， 积分累积至

320 分。
“积分越多

越好 ， 能给孙子换
画笔球拍 ， 给家里
换米面油，有活动我就
积极参与。 ”居民曾环说。

南城社区的积分兑换
不仅是物质激励，更链接了深
层社区资源。 社区征集“微心愿”
清单 ， 发布到 20 余家共驻共建单位
群中认领 ，未能认领的 ，由社区协调解决 。
70 多岁残疾老人黄起秀期盼的轮椅， 从发布
心愿到送抵家中， 仅用一周时间便如愿以偿。
葛精莉说：“积分制让居民从‘局外人’变成‘当
家人’，社区真正有了依靠的力量。 ”

城关镇社区工作指导中心主任周金星亦是
深有体会：“一面面鲜红党旗挺立在社区支部，
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延伸到千家万户， 让善治
温情流淌在城关镇的每寸土地。 ”

精细服务守护民心“柔软处”

治理的温情，最终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
城关镇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要义， 将精细化服务
做到居民心坎里。

在新城社区月湖南路茶文化一条街 ，一
座 30 多个平方米的玻璃小屋格外醒目 ，这便
是城关镇颇具特色的“初心驿站”。 镇党委、政
府将服务延伸至街巷公共空间 ， 牵头辖区企
业 、共建单位共同出资 30 万元打造 。 走进内
部便会发现 ，驿站虽小 ，却五脏俱全 。 便民服
务区提供雨伞、充电、微波炉 、应急药品等 ；政
策宣传栏更新惠民 、法律资讯 ，为游客提供咨
询 ； 民情收集点的心愿墙收集居民金点子与
微心愿 ； 文明实践站联动共建单位开展常态

化志愿服务。
驿站运营采用“固定工作人员+党员志愿队

伍”模式，早 9 点至晚 9 点，“时时有人在，事事
有人管”。 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陈明说：“别看它
小，却是社区的服务窗口、转办中心，更是凝聚
群众的前沿阵地。 ”

环卫工人刘阿姨常和同事清扫完街道后，
在此热饭菜、喝热水、歇歇脚。 居民向烈芝几乎
每天必到， 提起初心驿站便赞不绝口：“国家政
策好，让我们老年人能享受到这些。 每天和老姐
妹聊聊天、玩玩棋牌，心情特别好，日子也有盼
头。 ”

平利县城关镇的治理实践，生动诠释了“党
建红”如何转化为“治理效”与“民生暖”。 该镇以
“红色根系”穿透治理壁垒，用创新机制激发自
治活力，推动治理体系发生从“物理叠加”到“化
学反应”的深刻质变。 这质变的背后，离不开全
镇党员干部“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和制度创新
的澎湃动能。 站在新的起点，城关镇党委、政府
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 作 为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努力将城关经验转化为可复制、 可推广的善治
样本，让善治暖流浸润城关百姓的心田，为推进
平利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城关
力量！

善 为 善 管 促 善 治
———平利县城关镇以党建引领激活社区治理红色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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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 景景 观观 ”” 承承 载载““绿绿 富富 美美 ””
通讯员 王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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