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民有所呼、我有所行”机制、打造“15 分钟服务圈”、

推行“一站式”服务、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近年来，陕西

以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为基础，突出实践实干实效，通过构

建基层治理“指挥链”，把支部建在市场里、商圈中、产业链上，

不仅实现了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也为陕

西加快新时代追赶超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党建引领人才下沉
筑牢产业发展“压舱石”

“他是我们柞水脱贫攻坚的‘活地图’。”这是同事对柞水

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史高纯的评价，当地脱贫情况他了如指掌。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在于精

准。每一户的致贫原因都不同，如何找准致贫原因，做到精准

施策，没有现成的可供参考借鉴的做法。

“与贫困户的深入交流是做好扶贫工作的关键，只有了解

他们真正的困难所在，才能对症下药。”史高纯说。为掌握最

真实的贫困状况，分析脱贫退出的难点短板，他带领同事进村

入户、调查摸底，经常吃在车里、睡在单位，方便面当干粮，沙

发就是床。

脱贫攻坚，产业带动，这其中，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7 年，柞水将木耳确定为全县重点扶贫产业，坚持党

建引领木耳产业发展，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的木耳产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派驻 132 名群众工作能力过硬、产业发展经验

丰富的干部担任 46 个木耳专业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

协调解决土地流转、厂房建设、产品销售等突出问题。

目前，木耳产业已遍布柞水全县 80%以上的村子，全县累

计栽种木耳 3 亿余袋，创新推广的“借袋还耳”“借棚还耳”的

利益联结方式，带动了 7000 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除了“下沉”党政人才，陕西还实施村级党组织带头人优

化提升工程。按照党务干部进“弱村”、经济干部进“穷村”、政

法干部进“乱村”、科技干部进“产业村”的原则，因村精准选派

第一书记。2015 年以来，陕西全省先后选派第一书记 2.9 万

余名，驻村工作队员 90126 名，至今仍有 9300 余人坚守扶贫一

线，帮带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提升履职能力。

高质量基层党建
实现高质量基层治理

近年来，西安市莲湖区积极探索“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之路，通过盘活区域最具活力与价值的资源，采取“以强

带弱”等多种形式，形成全领域统筹、全覆盖推进、全方位引领

的党建工作格局。

为何要推行基层党建的融合模式？时任西关街道党工委

书记赵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基层党组织间相加、相融、引

领、共赢的过程，就像先做朋友，再做亲戚，最后成为一家人。”

在党建的引领下，原本互不隶属的单位结对共建，不仅共

同参与社会治理，还搭建起资源共享的桥梁，实现了基层治理

互动双赢。

通过共驻共建，基层社区党组织

和 辖 区 企 业 党 组 织 正 逐 渐 形 成 和 谐 互

动，推动城市基层党建由街道社区党组织

的“独角戏”逐步变成城市各领域党组织的

“大合唱”。

在西安奥体中心道路建设指挥部的爱心公

寓里，来自宝鸡的建设者家属张妮正在打扫卫生。

她的丈夫是参与西安奥体中心周边路网建设

的工人。因工地工期紧，丈夫自春节过后就再没回

过家。前来看望丈夫的她，一到工地就被安排到了爱

心公寓免费居住。“就像家一样。”张妮说。

围绕西安奥体中心及周边重点项目，西安国际港务

区机关党委探索打造“红色纽带·爱心公寓”和“幸福小

镇”，为工地工人家属探亲提供居所，传递党组织的温暖和

关怀。为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该区还在西安奥体中心及

周边重点项目建立了党员先锋队和管委会党员联系制度，

激发大家攻坚克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借鉴经济工作项目管理的理念和思路，陕西多地以基层

党建工作项目化为抓手，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入点，

推进创新活动有效开展，把党建工作“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促使党建工作由“虚”变“实”，由“路线图”变“施工图”。

突出民生服务
提高人民“幸福指数”

“村上的网格员比家人对我都好，经常都来看我呢，还主

动帮我解决问题。”家住白水县城关街道西文化村的村民雷志

明感激地说。

年逾七旬的雷志明，家中有百岁老母亲，妻子残疾，儿子

常年在外务工，生活困难。得知他的情况，网格员为其申请办

理低保、带领村医检查身体，还不定期到家中看望。

从社区网格化管理入手，陕西整合党建、政务和社会服

务等各种资源，把党建工作做实，形成“心连心”的党群干群

关系。

春光明媚的 4 月，旬邑县的 8 所小学和幼儿园的 7000 多

名小朋友，双颊红润，神情认真，一个个坐得端端正正，队列排

得整整齐齐。这是他们第一次现场欣赏儿童剧。

咸阳市下功夫做实民生“里子”，这台儿童剧是一场特意

安排的惠民演出，旨在让革命老区、山村校园的孩子增长见

识、增进对艺术的了解。

“我们要让全面小康社会的成果更多惠及老百姓，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咸阳市委书记杨长亚说。

“现如今，干部作风真的大变样。有啥难事，我们动嘴，干

部跑腿。”驻村干部推行的“代办制”，让长武县彭公镇马坊村

的五保老人黎岁狗感慨不已。

近 3 年，陕西累计整顿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 3992 个，扶贫

干部队伍能力整体提升，村集体经济扶持壮大，探索了多种经

营模式，带动 4600 个“空壳村”实现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转变，

变“输血”为“造血”，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基层党建融合 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构建“大党建” 实干开新局
本报记者 龚仕建 “玉米追肥，应分三次：一次一尺高，二次正齐腰，三次长毛毛。”

“苹果树病虫防治，还得加强，果树管理不能停……”

走进咸阳旬邑县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台上专家分享“诀窍”，台

下学员“如饥似渴”，在笔记本上记得飞快。课堂主题多种多样：蔬菜种

植、家畜养殖、营销管理……

让专业课堂走进田间地头的，是旬邑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

任沙宏。“老区旬邑地处渭北旱塬沟壑区，农民缺技术、缺引导。”在沙

宏看来，“培育一批高素质农民，带动百姓致富，是老区产业发展的

‘牛鼻子’。”

“有农业技术难题，找培训中心，24 小时服务。”沙宏把自己和技

术员的手机号码，制成“明白卡”，张贴到村里农家墙上。为此，他坚

持手机 24 小时开机。几年来，在他的协调组织下，旬邑县共培育高

素质农民 1700 余人。这些骨干人才懂技术、会方言，和院校专家一

道，累计培训农民 25 万人次，全县产业技术服务全覆盖。

常年在田间地头跑，沙宏常说一点都不累，原因只有三个字：

“爱农业”。“我们要把科技送到‘田埂’上，让高素质农民会技术、

懂经营、善管理、有文化，充满自豪感。”沙宏说，“作为一名党员，

我义不容辞。”

咸阳市旬邑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沙宏——

把科技送到田埂上
本报记者 高 炳

教书、刷墙、修桌椅……今年 58 岁的唐自银，扎根秦巴山深

处 41 年。

“这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全校 42名孩子，来自一、二年级和学

前班，大都是留守儿童。”汉中勉县新铺镇板庙教学点负责人唐自

银，既是“老师”，又是“兼职保姆”，几十年来一直呵护着这里的孩子。

山村学校里，生活排得满满当当：早上，唐自银打扫校园、检

查教室后，烧好开水供孩子们泡面、冲奶粉；下午放学，丰雨季江

里水位上涨，他骑上摩托车到江边，背娃娃们过河；傍晚去农贸

市场买菜，准备第二天给学生的食材，再备课、改作业……

7 年前，有次下暴雨发洪水，唐自银让 6 个孩子住在自己宿

舍。一周时间里，他和妻子只能靠在椅子上休息。

这些年来，唐自银不仅是“校医”“厨师”“木匠”，还成了一名“理

发师”——中午学生在校吃完饭，唐自银拿出工具，给孩子们理发。

这一理，便坚持了 30 多年。如今，光是理发推子，已经用坏了近 30
个。虽然薪水微薄，唐自银还主动帮扶贫困户，并资助多位残疾学生。

寒来暑往，唐自银的白发已悄悄爬上双鬓。“教书四十一载，我越

来越喜爱这个职业。”唐自银说，“在大山深处需要我的地方，能发一

点点光和热，是最幸福的事情。”

汉中市勉县新铺镇板庙教学点负责人唐自银——

大山里的光和热
本报记者 高 炳

周末，马咀村亲子乐园欢声笑语，采摘棚中瓜果飘香。坐落在铜川

市耀州革命老区的马咀村，20 年时间，完成了从“烂杆村”到“水泥村”

再到“生态旅游村”的蜕变。村里的变化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李云南的

付出。

1999 年，李云南成了村里的首批“万元户”，他却毅然回村参选村

党支部书记。他说：“一个人富那不叫本事，让全村人富才是真本事。”

当时的马咀村，绝大部分村民喝着土窖水、住着土窑房。大晚上，村民

们聚在土院子里，顶着寒风听李云南讲村子发展，李云南回忆：“一双双

眼睛里满是对致富的渴望。”

上任后，李云南成了村民眼中为发展到处奔波的“闯将”。他带领

全村平整修建 100 多亩高标准农田，安排村里 120 多名村民到自己经营

的水泥厂打工。96 户 372 名村民住进了小洋房，马咀村的发展逐渐步

入正轨。

2008 年，为响应“节能减排”号召，李云南关了苦心经营 20 多年的

水泥厂，为马咀村的村民寻找新出路。经多方学习考察，马咀村建成日

光温室大棚 108 栋，确保户均 1 棚，果蔬种植、加工、储藏、配送自成一体

的生产流通体系正式投入运作。2014 年，中央提出全面建设美丽乡

村，李云南又为马咀村引进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如今，马咀村人均年收入达 1.6 万元。今年 4 月，李云南带着村两

委班子走访上海、福建等地，继续为马咀村找产业、寻思路。“共产党员

要心中有责任，肩头有担当。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心中

有劲儿，干事创业不停歇。”李云南说。

铜川市耀州革命老区马咀村党支部书记李云南——

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本报记者 原韬雄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

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回看陕西西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好民生“组合拳”，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在为人民谋幸福，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同时，温暖了民心，赢得了民心。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民

有所呼、我有所行。改造老旧小区 1861个、2539万平方米，完工

1316个……西安通过“外科手术”，让小区既有“面子”，又有“里

子”，颜值与实用并存。全面精细的“内部升级”，兼顾文化特色，

让一条条背街小巷焕然一新，人民生活环境大幅提升。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天更蓝、水更清、绿更多的背后，是一系

列严控、严管、严惩的铁腕行动。转变之下，灞河入渭口第一次

发现了珍贵野生动物“娃娃鱼”大鲵；2020年，新增 1095.52万平

方米的城市绿地，新建和改造提升的 147个绿地广场、口袋公园

成为市民休闲赏景好去处。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日子“将

就过”到生活“讲究过”，西安深谙一个道理：发展归根到底是为

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享有高品质生活，就

是最有说服力的高质量

发展答卷。

以人民为中心，就

要突出问题导向，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

问 题 。 针 对 入 学

难问题，西安实施

基础教育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仅去年就新建改扩建学校 195 所、新增

学位 19.4万个；针对就医难问题，全面建设“健康西

安”，启动 13 个医院建设项目，新增床位 1.6 万余

张……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

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西安始终把人

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

衡量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西

安举办。目前，西安奥体中心“一场两

馆”、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一期等提前

建成投用，地铁呈现“3线齐发、7线

运营、8 线共建”生动局面。相信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的西

安，会让这场体育盛会在

秋天结出丰硕果实。

温暖民心 赢得民心
龚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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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9 年 9 月 ，渭 南 市

临渭区五里铺小学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 崔正博摄

图②：全国人大代表、合阳

县黑池镇五丰社区党总支书记

雷温芳通过手机向群众介绍惠

民新政策。 崔正博摄

图③：汉中市南郑区茶叶产

业园内，村民们正在工作。

冯雪峰摄

图④：延安宝塔山景区。

刘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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