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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旬阳市白柳镇的爱心托
管驿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20 余名儿童
正在排练《小英雄雨来》舞台剧。

“暑期把孩子送到托管班，娃玩得开
心，我上班也安心。” 刚从旬阳纺织产业
园下班来接孩子的宋波说起楼下的免费
托管班，赞不绝口。

去年以来， 该镇紧扣建设紧密型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四个一体”路径
要求， 积极探索资源一体化、 服务多样
化、点单便捷化、活动常态化、人才本土
化的“五化”模式，着力破解基层公共文
化资源配置失衡、乡村文化人才短缺、供
给与群众需求错位等难题， 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在白柳落地生根。

资源一体化：从“散沙”到“矩
阵”，构建镇域文化新场景

作为安康市文共体分中心建设示范
点，该镇从整合资源破题，探索构建“1+
14+N”文化服务网格。“1”以镇级分中心
为引领，统筹党建、人大、政协、文化服务
中心、工会等资源，形成文化服务合力；
“14”即以村为单位，设立 14 个子中心，
盘活农家书屋、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
础设施，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N”即多个文化网点，串联佛洞后垭子
红二十五军佚名烈士墓、王家大院、老龙
沟村史馆等多元文化空间， 打破不同公

共文化设施之间的功能界限，搭起“资源
互通、功能互补、服务互联”的骨架，整合
官方资源与民间资源，改善过去的“散、
乱、差、单打独斗”、水平不高等状况，推
动全镇文化资源由分散向融合发展转
变，实现文化服务效能、资源利用效率的
最大化。

服务多样化：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 “精准滴灌”覆盖全龄

如何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
上？ “要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导向，让文化
服务对群众‘胃口’。”该镇党委书记雷敏
说道。

张湾小区留守老人居多， 为了让空
巢老人生活多彩， 该镇主动邀请民间艺
人教授唢呐、二胡等传统乐器，依托文化
广场开展广场舞、太极拳公益教学、健康
义诊、爱心义剪活动 30 余场次，惠及居
民 300 余人；为满足群众兴趣培养、强身
健体等文化需求， 设置图书阅览室 、书
法 室 、舞 蹈 室 ，引 入 瑜 伽 、非 遗 版 画
培训 、手机摄影等 7 类课程 35 期 ；针
对务工家庭子女 “看护难 ” 问题 ，开
设免费托管班已服务 82 名儿童 ；针
对困境儿童，组建“爱心妈妈”结对帮扶
29 名儿童，多元的“政务+文化”双轮驱
动服务模式，让文化服务从“零散供给”
升级为“精准滴灌”。

点单快捷化：“你点我送”让
文化服务触手可及

为了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变
“给我所有”为“送其所需”，该镇探索推
行“点单上菜、你需我供”的服务模式。镇
文共体分中心紧扣群众“量身定做”个性
化、多样化“菜单”，群众通过电话预约、
人大代表走访等方式，按需“点单”，子中
心精准“接单”。 镇分中心汇总群众 “点
单 ”需求 ，精准匹配人员派送 “点单 ”
内容 ，实现群众需求 “清单 ”在哪里 ，
文化服务 “派单 ”就延伸到那里 。 今
年以来，广场舞培训、抖音直播等 22 次
点单服务让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
度不断提升。

活动日常化： 以 “常态星河”
浸润百姓精神家园

“我每天都和邻居一起跳广场舞 ，
跳了个把月了 ，还交到了一群爱跳舞
的新朋友 。 ”家住张湾小区的陈守莲
说。

该镇坚持“逢月必动、逢节必庆”，全
年策划 29 项活动，定期定向提供文化服
务，已开展春节民俗展演、浓情端午、“魅
力巾帼、 非遗同行” 等 16 场文化活动；
常态化的广场舞、 唢呐演奏及 “映前三
讲”文化活动，每周末文化中心“童影相

伴 共筑成长”儿童电影放映活动，村歌
“PK”活动、陈家庵甜瓜、老龙沟村五彩
西红柿采摘活动， 佛洞村千年 “拐枣树
王”一日游、峰溪社区藤椅编织……一项
项融入日常的文化活动， 让寂静的乡村
热闹起来，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更多
群众“动”起来。

人才乡土化：点燃人才“火炬”
让乡村人才“破土飘香”

针对目前农村文化队伍人才数量不
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该镇从文艺爱好
者、“五老” 人员等人群中摸底登记 212
名文艺骨干， 构建 “专业人员+文艺骨
干+文艺志愿者” 机制， 子中心指派 14
名“文体特派员”，组建 8 支 140 人的文
艺志愿服务队。

有了这群基层文化“种子”，顺尧鼓
乐团、 锣鼓唢呐等 17 个自乐班相继成
立，柳村社区百人锣鼓队、白岩村的花鼓
戏……家门口就是舞台， 村民既是演员
也是观众。今年旬阳“太极跑 好运到”文
体旅活动中， 子房村的鼻吹葫芦丝达人
刘开智与 60 余名文艺爱好者登上舞台、
展示才艺。

“文化活水，润泽百姓。”该镇推进文
共体建设的实践探索正如退休老教师张
孝文的这般感慨一样温暖有力。

盛夏时节， 柿子树正舒展着油亮的叶片，树
下那间挂着红灯笼的小院，正是熊辉的家。 作为
岚皋县孟石岭镇人大代表，熊辉以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助力形成乡村美、民风淳、产业兴的和
美乡村新图景。

“老板，这院子收拾得真漂亮！ ”来自西安的
游客贾先生踏入草坪村， 便被眼前的美景吸引，
忍不住赞叹。

熊辉面带微笑热情回应：“这都是大伙儿齐
心协力的成果，以前可不是这样。 多亏了国家的
好政策，让咱村旧貌换新颜。 希望你们在这儿玩
得舒心！ ”

“五一”期间，草坪村举办“又见炊烟”田园狂
欢节，熊辉主动承担起接待游客的任务。 他笑迎
八方来客，在院子里忙前忙后，热情地为游客们
安排休息场所，精心准备美食。“‘五一’和端午节
期间，差不多接待了 20 桌客人，我们竭尽所能给
外来游客提供不一样的农家体验。 ”熊辉吐露心
声。

柿子树见证着“岭上夜话”的为民情怀，每当
夜幕降临，熊辉便召集村民围坐在一起，“岭上夜
话”悄然拉开序幕。 “大家畅所欲言，家里有啥困
难，对村里发展有啥想法，尽管说！ ”熊辉亲切的
开场白，让村民们放下顾虑。近期，村民纷纷反映
村口荒地闲置多年，雨季泥泞难行，希望可以充

分利用起来。 人大宣讲组当场记录需求，通过村
委会协调，成功将荒地改造为停车场，不仅美化
了村庄，还为游客提供了便利。

熊辉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一次回家途中，他发现村里部分
道路缺少夜间照明，存在安全隐患。 为解决这一
问题，他便挨家挨户收集村民意见，经过认真梳
理和分析，形成安装路灯的建议。 最终在镇人大
会议上， 他提出：“村民夜间出行安全至关重要，
安装路灯是群众的迫切需求，希望能得到大力支
持！”这一建议得到该镇的高度重视，经过科学规
划和施工， 一盏盏路灯照亮了村民的出行路，也
温暖了村民的心。

去年 10 月，为拓宽村民的增收致富渠道，熊
辉前往蔺河镇参观学习铁皮石斛种植技术。学成
归来后，他率先示范，带头尝试种植。 “我先试种，
要是成功了， 就把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带
着乡亲们一起走上致富路！”熊辉坚定的话语，彰
显着他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也为村民们树立了
信心。

柿子树下， 既是大家纳凉唠嗑的温馨地标，
更是熊辉践行“四美民风”的场所。他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用责任与担当书写
着为民服务的动人篇章，引领着草坪村向着更加
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行。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白河县
人社局始终以“一声问候、一张笑脸、一
把椅子、一杯热茶”的服务标准，践行着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使命，群众有
呼声，党员干部必有回应，用实际行动
架起干群 “连心桥”， 绘就服务 “同心
圆”，让社保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我又来麻烦你们了， 请帮我查询
一下养老金明细。 ”近日，76 岁的退休
教师李秀英走进该局养老失业工伤保
险经办中心办公区，声音低沉却充满信
任。 工作人员闻声而起笑脸相迎，躬身
递上一杯温茶， 与其一同落座到沙发
上，手把手指导她下载“陕西社会保险

APP”，教给她操作从“业务办理”到“权
益查询”，再查看每月明细。看着屏幕上
的清晰记录，李秀英如释重负，掏出笔
记本认真记录操作步骤，高兴地说：“你
们的服务让我心里踏实，再也不担心养
老金‘看不见’了，谢谢你们！ ”

5 月 23 日， 白河县机关事业养老
保险股工作人员接到一张 12345 便民
服务平台工单，退休教师陈世宏反映职
业年金未按时发放。工作人员迅速启动
“双线联动”机制，通过系统核查、流程
倒查，确认其职业年金待遇审批程序已
完成，仅需省基金中心统一拨付，存在
自然月度时间差。 为消除陈世宏的疑

虑，工作人员拨通电话，根据自制的业
务进度图，为其详细解答职业年金待遇
办理流程， 告知其职业年金下月 10 号
将到账，不会少发一分、迟发一天。当即
陈世宏撤销工单。 6 月 10 日，陈世宏再
次致电：“钱已到账，感谢你们的耐心和
专业服务。 ”

从一杯温茶到耐心指导，从答疑解
惑到情感共鸣，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逐
渐从服务关系上升为亲人关系，类似的
故事在该局不断上演：为行动不便群众
提供上门服务，为特殊群体开通“绿色
通道”， 为政策疑问者制作通俗易懂的
解读手册…… “你们就像春天的阳光，

温暖了我们老年人的心。 ”李秀英的感
慨正是社保服务从“能办”到“办好”的
生动写照。

近年来， 该局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经
办中心始终牢记“一头连着党的政策，一
头连着民心”的责任，将一句真诚问候暖
人心，一张微笑脸庞增信心，一把舒适座
椅聚民心， 一杯清甜热茶献爱心 “四个
一” 服务标准融入日常， 通过深入推进
“社保暖人心，服务零距离”实践活动，不
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更以“用情倾
听操心事、用力办好烦心事、用心化解揪
心事”的行动，让社保服务成为干群关系
的“温度计”、群众幸福的“晴雨表”。

只要不是极端天气，在紫阳县蒿坪镇的河道
里总能看见该镇环卫工人文恩顺的身影。他脚穿
长筒胶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河水里，石缝里
的塑料瓶、水草间的废纸团，都逃不过他的眼。

“老文啊，又来上班啦？”近日，路过的村民隔
着河喊道。“河道里的垃圾不及时捡，下雨一冲多
难看啊！ ”文恩顺咧嘴笑着回复。 说话间，他又弯
腰捡起一个被水泡涨的纸盒放进垃圾袋里。

文恩顺的双脚在淤泥中踩出坚定的痕迹，双
手在垃圾堆里翻寻清理。 弯腰俯身又抬起，一日
可达 1000 次之多。 雨洒下来时， 他反而更加专
注，风雨中他的身躯仿佛与河道融为一体，眼中
只有那些被吹落的枯枝败叶和漂浮物。那双手虽
然布满岁月的印记， 却稳稳地捡拾每一点垃圾，
每一片碎屑。他独自在河边忙碌，那专注的身影，
像极了一棵牢牢扎根在河岸上的老树，默默地守
护着眼前流动的生机。

4 年来，文恩顺的胶靴磨破了五六双，捡过
的垃圾能堆满小半间屋。看着河道一天比一天干
净，村民纷纷称赞：“这多亏了文大爷！ ”

文恩顺听后总是笑着说：“不是我一个人的
功劳，河道干净了，大家看着都舒心，趁着我身体
还好，能干一天是一天。 ”这份舒心，成了文恩顺
最珍视的回报。 每天收工时，他会站在河堤上望
一会儿，河水潺潺流过，映着蓝天白云，岸边的人
们欢声笑语。

文恩顺的身影平凡如岸边一草一木 。 夕阳
西下 ，他挑着最后两袋垃圾往回走 。 他用日
复一日的弯腰 、捡拾 、挑运 ，用职责守护河道
干净 ；他的脚步或许不再矫健 ，背影或许有
些佝偻，但那份对家园的热爱与坚守，就藏在这
一次次弯腰里。

本报讯（通讯员 王贤卓）“多亏你们及时上门处理，现在下水道通了，楼
道也没异味了！ ”7 月 16 日，石泉县熨斗镇先联村松树安置点群众张守富拉
着村党支部书记凌慧慧的手连连道谢。

几天前，该镇干部庞敬耀在开展“敲门行动”时，发现松树安置点一组一
号楼住户普遍反映下水道堵塞反涌问题。得知情况后，庞敬耀立即将情况通
报给该村村委会，镇村两级迅速启动联动机制，维修团队当天到场排查，确
认是日常用水不当导致堵塞，仅用 3 天便完成管道疏通和更换作业。

为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该镇积极推行“相关负责人
包楼栋+干部包单元”的工作模式，开展“敲门行动”志愿服务，通过敲开群
众家门，连通民生脉搏，以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传递关怀，以实际行动把服
务延伸进群众家中，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该镇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工作原则，细化党员干部管理服务责
任，形成“相关负责人包楼栋+党员干部包单元”的工作模式，以“唠家常”的
方式走进群众家中，与群众“聊家常、谈诉求、听烦恼”，全面掌握辖区内人、
房、事、物等信息，对包保单元做到“提户知人、提人知事、提事知情、提情知
策”，形成全面覆盖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切实有效提升服务质效。

一扇扇门被轻轻叩响，一声声问候温暖人心。 为破解群众办事难、跑腿
累的问题，该镇党员干部在入户走访行动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重点关注
残疾人、高龄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上门养老认证、医保
缴费、社保卡激活等各类服务，将服务窗口延伸到群众家中，真正实现“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承诺。

自“敲门行动”开展以来，该镇持续聚焦群众家中水、电、天然气等易存
在安全隐患的部位，全面进行隐患排查，对私拉乱接电源线路及“飞线”充
电、楼道内消防通道占用等突出问题，督促群众及时整改，并定期开展“回头
看”，切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宣传防电信诈骗等知识，将安全
知识送进千家万户，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安全、和谐
的生活环境。

文化之花绽乡村
通讯员 田琳

熊辉：广纳民意凝聚发展合力
通讯员 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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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服务绘就干群“同心圆”
通讯员 何秀波 冉凤坪

熨斗镇开展“敲门行动”
延伸为民服务

党员干部排查安全隐患

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为老人办理养老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人员接待办事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