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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旬阳市石门镇始终以党
建引领为核心， 通过创新党建工作模
式、强化干部作风建设、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以实干担
当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绘
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聚焦主线强根基，凝聚发展
向心力

该镇突出镇党委核心引领作用，
着力规范村级党组织建设， 推动党建
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以“干部作
风能力提升年”为抓手，深化“学查改”
工作，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和“三会一
课”制度。 截至目前，已组织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7 次， 举办 5 期
“互学互促素能提升班”， 通过业务讲
解、案例分析、经验分享等形式，全面
提升镇村干部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
为各项工作开展筑牢人才根基。

注重选优配强乡镇干部和村 “两
委”班子，将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
群众基础好的干部充实到关键岗位。

同时，大力培育党员先锋模范，引导其
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服务群众中发
挥带头作用；积极吸纳返乡人才、致富
能手加入党组织， 健全入党积极分子
培养机制，搭建“党建+人才 ”发展平
台，为全镇发展注入持续人才动力。

做实活动激活力，释放发展
新动能

该镇深入开展“干百件实事、做合
格党员”活动，引导 510 名党员立足岗
位、发挥特长，依托 12 个党群联络服
务站，构建镇、村、组三级联动服务网
络。通过线上微信群、电话回访收集群
众需求、宣传政策，线下党员上门走访
解决实际问题， 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
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进一步彰显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同步开展“攻难点、破难题、争当
有为干部”活动，按照“明晰目标、创新
破难、提升能力、汇聚合力”思路，每名
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承担至少 2 项难点
工作，目前已确定难题事项 66 项。 通
过建立定期汇报机制， 倒逼干部在攻

坚中提升能力，为全镇发展贡献力量。
围绕新民风建设， 该镇以提升村

民素质、强化道德约束、规范依法行政
为重点，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
通过举办“石门榜样”活动、打造百米
孝义文化彩绘长廊、设立善行孝举榜、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专题栏目等方
式， 广泛宣传先进事迹， 已发布 6 期
“石门榜样”，在全镇掀起学习热潮。同
时，将孝义文化融入文明培育、环境整
治、基层治理各环节，推动形成崇善向
孝的文明乡风。

“我们通过‘三个活动’，让党员干
部在实践中彰显价值， 激发干事创业
热情，将党建成效转化为发展动力。 ”
该镇党委书记胡秀斌表示。

抓实重点求突破，彰显发展
新气象

该镇紧扣基层党组织“分类指导、
争先进位”要求和“两强一好”示范体
系建设， 坚持抓点示范与整体推进相
结合，已创建“一类”支部 5 个、“二类”
支部 11 个、“三类”支部 1 个。 通过明

确进位责任、 将党建工作纳入述职评
议，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格
局，推动各支部提升工作水平。

以“组团服务”为抓手，建立“支部
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机制，推进
“党建+合作社+农户”模式。 通过梳理
“需求、资源、项目”三项清单，整合各
方资源，推动特色主导产业连片发展，
助力群众增收。

“我们发挥驻村服务团力量，依托
‘田间党建’示范点和产业联盟，利用
富硒土壤优势改造老茶园， 通过党支
部牵头、合作社运作，组织农户以土地
入股、务工参与等方式，实现标准化种
植、 品牌化运营， 让茶园变成 ‘致富
园’。 ”石门村驻村第一书记李道庆介
绍。

此外， 该镇明确党员干部考核导
向，落实重点项目、创先争优、攻坚克
难三项清单任务。 通过镇村周例会沟
通进展、半月通报项目情况、每月研判
工作、严格党委议事制度等，强化工作
纪律；同时采取督办、考核、成绩亮晒
等措施，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形成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以党建实效推
动石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人
情债 、宴席累等烦心事 ，白河县宋家
镇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群众需求，将
深化移风易俗作为提升乡村文明、建
设和美乡村的关键抓手，巧用宣传浸
润、实践塑形、制度固基“三力协同”，
推动文明新风如春风化雨，浸润千家
万户。

针对易反弹的 “升学宴 ”“谢师
宴 ”等陋习 ，坚持未雨绸缪 。 今年 6
月，镇上巧妙结合新高考政策公益讲
座 ，同步开展新民风主题宣讲 ，引导
群众自觉摒弃陈规，倡树新风。 依托
人大代表联络站阵地，在太平社区开
展“抵制大操大办”主题代表议事会，
集思广益形成“强化宣教、完善村规、
党员带头”等 10 余条惠民生、接地气
的“金点子”。 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常
态化开展 “茶旅文化节”“村歌大赛”
“戏曲进乡村”等文化活动和“除人情

陋习 树文明新风 ”“集体升学礼 ”等
主题活动，在以文化人中推动移风易
俗浸润民心。 今年以来，开展春茶开
园活动， 村歌大赛、“戏曲进乡村”等
20 余场次，惠及群众数千人。 线上依
托 “茶香宋家 ”公众号 、微信群 、朋友
圈，常态化推送政策解读、典型案例、
新风故事。 线下灵活运用主题党日、
院落会、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广泛宣
讲。 特别是创新结合“叫应帮解”社会
治理工作机制 ，在 “四访 ”活动中 ，以
“小范围 、面对面 、拉家常 ”的温馨方
式开展新民风微宣讲 30 余场次 ，让
道理讲到心坎上。

以移风易俗为抓手，广泛开展“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四类家庭”“孝
义之星”“好婆婆好媳妇” 等群众性评
选活动，累计评选各类先进典型 20 余
人，树立可学可鉴的身边典型，激发广
大群众人心思进、见贤思齐，带动形成

“好人好事有人夸、 新风正气传得开”
的生动局面。 创建“渔鼓传声”“田间课
堂”“老柴调解”等志愿服务项目，将全
镇党群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等关键阵地实施资源整合，常态
化开展移风易俗宣讲等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 110 余次，惠及群众超过 2000 人
次。 各村（社区）成立由德高望重、公道
正派、群众认可的老党员、老教师、新
乡贤等为骨干成员的红白理事会，规
范红白事操办行为， 事前上门宣传引
导，事中主动帮助服务，劝阻制止人情
攀比、薄养厚葬、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等不正之风， 引导全村转观念、 除陋
习、树新风，连年来各村（社区）集体举
办升学礼 20 余场次。

将新民风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
共管、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
党员干部带头推进移风易俗、 节俭养

德、抵制陋习，以“党风带政风、政风促
民风”，形成全员参与的共治格局。 强
化部门协同， 镇市场监管所定期深入
辖区内农家乐、餐馆等重点场所，加大
教育排查整治力度； 镇纪委严查党员
干部违规大操大办生日宴、 升学宴等
行为，对顶风违规形成有力震慑，从源
头上有效遏制陈规陋习滋生土壤。 各
村（社区）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完善《村
规民约》，用“约定俗成”和村民自治规
范日常行为， 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引导
群众，强化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约束， 使文明新风内化于心、 外化于
行。

从“人情负担”到“文明减负”，从
“陈规陋习”到“新风扑面”，如今的宋
家镇，群众负担逐步减轻，文明观念渐
入人心，治理效能得到优化，一幅产业
强、环境美、民风淳、治理优、百姓富的
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泥墙变白墙，土砖变灰瓦，乱石变围栏……近
日，漫步在白河镇西营镇，青山如黛、碧水逶迤，一
片片经过改造的农房错落有致， 与层叠的梯田、蜿
蜒的柏油路相映成趣。 看得见山水的画卷，留得住
乡愁记忆， 一幅乡村振兴的诗意画卷正在徐徐展
开。

规划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 农房改造看似粉
刷墙面，实则重塑格局，更关乎“宜居、宜业、宜游”
的和美乡村建设。近年来，该镇立足山水禀赋、交通
优势，以“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为目标，以学
用“千万工程”为抓手，以先急后缓、因地制宜为原

则，以抓点示范、以点扩面为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建
设。

精工细作，“面子”“里子”双提升。今年，该镇锚
定柳树-集镇-蔓营农旅康养产业经济带建设目
标， 对二级路沿线 30 余户农房进行改造升级。 目
前，改造工作如火如荼，总体进度已经过半，预计 8
月底全面完工。 改造工程严格遵循“政府主导‘面
子’，农户参与‘里子’”的惠民原则，由该镇统筹投
入专项资金，承担农房的外立面整体提升、院墙改
造美化、 庭院围墙统一修整等基础设施微改造；在
政府做好房屋外部环境改善的同时，农户根据自身

需求投入资金优化室内功能布局、改善室内居住环
境。昔日斑驳的泥墙、裸露的土砖，如今被整洁的白
墙、雅致的灰瓦取代，让散落的农房成为镶嵌在山
水间、公路旁的亮丽风景线，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风
貌和“第一眼”印象，农民生活品质也由“安居”变为
“宜居”。

融合发展，串点成线展风貌。 宜居农房改造坚
持与二级路路肩、排水沟、绿化、亮化等配套工程相
结合，做到整体规划、一体推进。焕然一新的宽阔道
路宛如一条玉带，串联起沿线改造中或改造后的农
家小院。便捷的交通也使道路边的农房成为沿线最
美的景观节点，形成“路在景中延，家在画中建”的
动人景象。

看着自家焕然一新的房子和门前宽阔整洁的
道路，村民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现在我们这
一片的房子整整齐齐，路也修宽了，门口还能种花
花草草，这日子跟我家门前那棵紫荆花一样美！”新
建社区一组村民范利明说。

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的跨越，是该镇坚
持以人为本、利民惠民的生动缩影。 通过精准实施
宜居农房改造，不仅改善农户居住条件，更留住了
乡土文脉、提升了乡村风貌，为发展农文旅产业奠
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叶柏成 贺习建）“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政府还能
找到我！ ”近日，紫阳县麻柳镇书堰村 69 岁的失联老人覃某感慨万千。 在
该镇便民服务中心干部的主动寻找和帮助下， 漂泊在外的他顺利办理了
养老保险、高龄补贴等手续，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今年 6 月，麻柳镇便民服务中心干部在协同派出所核查户籍信息时，
发现书堰村 3 组村民覃某自 2012 年登记户籍后便杳无音信，与村里彻底
失联。 经多方打听，得知老人目前被石泉县一户人家收留。 中心干部立即
与对方取得联系， 耐心沟通， 最终说服其带老人返回麻柳镇办理相关手
续。

6 月 25 日，便民服务中心为覃某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务，
高效完成了养老保险、高龄补贴到龄申报及特困人员身份认定等业务，确
保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及时惠及老人。 这趟跨越县区的“寻亲”与高效服务，
让失联多年的谭运明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刘长兵）“要用家常话、一杯茶拉近干部群众距离，用
真挚和诚恳春风化雨；要用院落会、群众会宣传政策，凝聚共识和力量；内
心要装着群众，厚植为民情怀。 ”近日，在宁陕县江口镇年轻干部座谈会
上，年轻干部围绕基层治理实践、服务群众心得、破解发展难题等内容展
开深入交流，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奋进共识。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务干部，岗位关键，责任重大，要爱岗敬业，积极
学习提高，认真工作！ 厚植为民情怀，用真情实意服务群众，用奋斗晕染人
生底色，用实干书写不悔青春！ ”胡倩是年轻干部中的一员，经过入职培
训、在岗锻炼、传帮带等方式迅速成长，目前是一名党务干部。

近年来，该镇切实注重年轻干部培养和管理，通过开展专题培训，教
育年轻干部筑牢思想防线，严守纪律底线；引导年轻干部深入基层，了解
实际，建立“民情台账”；做好学用转化，带领年轻干部开院落会，宣传业务
政策等，练就基层工作本领，不断成长为群众信得过的行家里手，争当推
进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生力军。 截止目前，今年该镇开展干部讲堂 10 场次，
37 名年轻干部分别在关键岗位锻炼，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干劲十足
的年轻干部队伍正在秦岭腹地书写着不悔青春和绚丽人生。

本报讯（通讯员 朱烨）近日，汉滨区建民街道黄沟社区一场别开生面
的道德评议会，评选出“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妇”“好女婿”等身边榜样，
以先进典型引领社区文明新风尚。

为传承优良家风，营造爱国爱家、向上向善的社区氛围，黄沟社区精
心组织了此次道德评议会。 活动采取居委会提名与群众代表推荐相结合
的方式，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评选标准不仅关注家庭内部的
和睦与家风建设，更将邻里关系、热心公益、社会贡献等纳入考量。 经过综
合评议，最终 2 户“好家庭”、2 位“好婆婆”、2 位“好媳妇”、2 位“好女婿”脱
颖而出。

“我们评选不仅要看其在家里的表现，更要考察其在外面是否有热心
肠和带动力，看是否真正弘扬了正能量。 ”该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玉伟道出
了评选的核心标准。 此次评选出的模范人物及家庭，将成为社区践行文明
新风的鲜活教材，激励更多居民见贤思齐。

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营造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今年以来，石泉县池河镇始终将矛盾纠纷化解作为基层治
理的重要抓手，力求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

该镇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将全镇科学划分为 150 个基础网格，配备
308 名专兼职网格员，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纠纷排查网络。网
格员充分发挥“前哨”“探头”作用，通过日常走访、信息收集，对邻里、婚
恋、债务等矛盾纠纷进行全面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把问题解决在初
发阶段。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鼓励引导村（社区）党员、干部、乡贤
等参与矛盾调解，发挥调解人员熟悉村情民意的优势，将法治宣传、道德
教化融入调解工作，让群众在“拉家常”中消除隔阂、化解心结，使大量矛
盾纠纷在村（社区）层面得到妥善解决，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

深化“2345”工作机制，构建“技防+人防”的立体化防控网络。 拓展“雪
亮工程”建设与应用，在辖区重点场所、公共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849
个，全部接入镇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实现 24 小时动态监测预警，精准捕
捉风险隐患。 组织义警和“红袖章”平安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防，在巡
逻中第一时间发现、调处街头纠纷和小微矛盾，有效维护辖区平安稳定。

“三力协同”育新风
通讯员 张琳琳

黄沟社区道德评议
评出身边好榜样

麻柳镇跨县“寻亲”送关爱

江口镇悉心培养
为民服务新生代

池河镇筑牢平安稳定根基
通讯员 谭华煜

“实干笔”绘“振兴卷”
通讯员 罗福强

“住有所居”变“住有宜居”
通讯员 刘焱

法法治治大大讲讲堂堂现现场场

房房屋屋改改造造进进行行中中

改改造造一一新新的的农农房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