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增量、调存量——

推动干部往下沉

“大到医保养老，小到邻里争吵，只要群

众需要，就得立马赶到。2 万居民、10 名社区

干部，前段时间为了摸清辖区内独居老人等

困难群体情况，最多一天跑了 100 多户。”从

县公安局下派到社区工作 5 个月后，云南省

曲靖市陆良县同乐街道朝阳社区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工作队队长念春华感慨，“干好社区工

作可真不容易！”

去年秋天，念春华看到市里下发的职级

干部下沉社区通知，没犹豫就报了名——自

己作为改任职级干部，长期在派出所任职，群

众经验丰富，应该能更好发挥作用。

念春华和工作队走遍社区每个角落，走

访每一户居民，成了群众口中的“念同志”，

朝阳社区党委副书记杨乔芬夸工作队是社

区工作的“及时雨”：社区人手增加了，日常

工作压力减轻了，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为群

众办实事。

不 仅 是 朝 阳 社 区 ，曲 靖 市 整 合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员 、市 县 职 级 干 部 和 年 轻 干 部 、乡

镇（街道）干部资源，向 1688 个村（社区）全

覆盖选派基层治理工作队队员 5147 名，全

面 参 与 乡 村 振 兴 、基 层 治 理 和 重 点 项 目 等

工作。

如果说下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队

是 给 村（社 区）干 部 做 增 量 ，那 么 编 制 动 态

调整则进一步盘活了乡镇（街道）干部资源

存量。

随着人口流动和行政区划调整，不少城

区街道人口大幅度增加、基层工作量翻番，

但人员编制并未增加；同时，有的农村乡镇

人口少了、基层工作量小了，编制并没有减

少，出现了局部编制不均衡。对此，曲靖市

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动态调整编制，

按乡镇（街道）人口规模等因素合理核定编

制总量，对达不到编制总量要求的及时进行

调整，实现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明确乡镇

（街道）编制数不低于县（市、区）编制总量的

12%，每个乡镇（街道）行政编制数不低于 20
名。截至 2022 年底，曲靖市共调剂 973 名事

业编制下沉乡镇（街道），平均每个乡镇（街

道）增加了 7 名编制。

织密基层治理网，调动群众积极性也是

重要方面。“要善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沾益区

菱角村党总支书记李现友说，以往不少农户

为了防盗，安装的监控只对准自家院门，通过

网格员上门动员，不少群众将监控范围调试

扩大到村内公共区域，不仅“能看自家院”，同

时还能“守好我们村”。

清牌子、减担子——

推进负担往下减

“我一个人生病在家，现在停电了不方

便，怎么办？”前不久，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街

道幸福社区居民王艳娇在社区微信群里求

助，求助信息一发布，幸福社区网格员冯永红

马上回应并协调办理，王艳娇家很快通电。

“通过清牌子、减担子，基层‘属地管理’

事项少了，到社区的考核、检查、评比事项也

少了，让我们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服务好

辖区群众。”幸福社区党委书记陈梅丽说。

曲靖市通过“清牌子”“减担子”“强里子”

等举措，切实为村（社区）级组织减负赋能增

效。为从源头上破解“万能村（居）委会”“村

（社区）万能章”等问题，曲靖市对村（社区）减

机构牌子、减职责牌子等，平均每个村（社区）

精减 10 个左右；同时制定村（社区）工作事项

准入清单 13 类 43 项，让村（社区）干部能够把

更多时间用在服务群众上。

家属因工作外出无法照看老人、独居残

疾人需要送水、老年住户家庭卫生条件差需

要打扫清理……大事小情，社区居民在群里

“有难便开口”，社区党员干部“有事主动帮”，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办事服务，减负以后，社

区党员干部在为民服务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曲靖市按照职责法定、权责一致的原则，

建立权责清单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全面梳

理乡镇（街道）行政权力事项清单、公共服务

事项清单、“属地管理”事项责任清单。清单

之外确需交由乡镇（街道）承担的临时性、阶

段性职责和工作任务，需征求乡镇（街道）意

见后按程序报县级党委政府批准，切实为基

层减负。曲靖市委基层党建办主任缪祥多表

示：“清单制其实是责任划分机制。不属于乡

镇（街道）的清单事项，部门担责、乡镇（街道）

免责，从制度上为乡镇（街道）减负。”

优设置、巧整合——

助推权力往下放

“‘南片区’综合开发项目是件棘手事，没

想到这么快就开工建设了！”陆良县中枢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武高说，综合开发项目启动流

程繁多，有的审批事项涉及多个部门，而部门

间协同联动不足，容易出现来回跑、反复跑的

情况。

曲靖市聚焦部门易推诿、乡镇难协调的

问题，着力破解县乡间、部门间协作壁垒，推

进县乡一体、协同发力的“一件事”模块化运

行改革。通过“街乡点单、模块即办”，重塑条

块融合的组织框架和职能体系，整合县域资

源力量、联动处置疑难事项，推动县乡联调联

动，集成办理基层治理难点问题。目前，全市

已初步梳理出 10 余项“一件事”共性目录清

单，在各个县（市、区）分类试点、逐步推开。

不仅是“一件事”模块化运行改革，曲靖

市还优化乡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设置，提

高办事效率。推行“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

下放行政执法及审批事项共 26 项，有效解决

了过去城市管理、市场监管、文化市场、农业

农村等方面的执法难题。

为推动考评权限下沉，曲靖市赋予乡镇

（街道）对县级职能部门履行“一件事”模块化

运行、“吹哨报到”等县乡协同责任考评权。

县级职能部门派出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由

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共同负责，原则上双

方考核权重各占 50％，推动县乡干部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

曲靖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垠乐

表示：“只有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

势，才能更好破解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提升

治理效能。”

云南曲靖推动干部往下沉、负担往下减、权力往下放—

党建引领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本报记者 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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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

云南省曲靖市以基层
党建为引领，着力破解乡村
一级人少事多等矛盾，推动
干部往下沉、负担往下减、
权力往下放，为乡、村两级
赋权扩能减负，整体提升城
乡基层治理效能。

核心阅读

■深阅读R

浙江宁波一家

电子公司总经理，

前一段时间穿梭 2
万公里，出国拜访

了数十家企业、商

会。该电子公司曾

遭遇多次生存挑战，但都不言放弃，一

次次迎难而上，如今不仅成功与老客

户重新建立感情，还打开了新市场，结

识了新客户，签订了新订单，成功化危

为机、迎来新生。谈及这段经历，这名

总经理感慨：企业发展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只有勤奋努力，才有面向未

来的信心与底气。他的话体现出昂扬

斗志，也道出了无数人的共同心声：明

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

实干成就梦想，奋斗铸就辉煌。

回顾过去一年，在北京冬奥盛会上，广

大志愿者热情奉献，冰雪健儿驰骋赛

场；神舟十三号、十四号、十五号接力

腾飞，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中国人自

己的“太空之家”遨游苍穹；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亿万农民稳面积、战旱涝、

防病虫，“过五关斩六将”夺丰收……

战胜一个个挑战、取得一项项成就，靠

的是辛勤付出和汗水，靠的是“点点

星火，汇聚成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强调的：“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

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

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

取、不懈追求的人们。小康梦、强国

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

福梦”，奋斗和实干都是筑梦圆梦的底色。应该看到，人间

万事出艰辛，越是美好的梦想，越需要付出艰辛努力，越需

要知重负重、砥砺前行。一切办法，只有在实干中才能付诸

实施；一切问题，只有在实干中才能逐步解决；一切机遇，只

有在实干中才能牢牢抓住。只要我们保持定力，鼓足斗志，

坚持奋斗，就一定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攻坚克难中创

造新的成绩。

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我国经济

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

变。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断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落地见效，我们已经挺过最困难时刻，发展的有利因素增

多。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仍在，强大的生产能力仍在，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仍在，宏观层面的整体向好，将为每个人的奋

斗提供依托。在新的一年，爬坡过坎、闯关夺隘，我们有信

心更有条件，有底气更有能力。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党中央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出台一揽子政策，给奋斗者鼓劲、为实干者撑

腰。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进一步降低，达到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最低水平；提前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帮助农户有

序开展农业生产；发放临时救助金，为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

群众解决燃眉之急……宏观政策靠前发力、持续加力，微观

措施加快落地、精准有力，为每个人的奋斗、每个企业的发

展提供广阔舞台。亿万人民风雨无阻向前进、撸起袖子加

油干，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把潜在机遇转化为发展势能，必

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历史只会眷

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

畏难者。正视困难，苦干实干，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入

生产生活，就一定能在战胜困难中赢得先机，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澎湃动力，用一往无前的顽强拼搏让明天的中

国更美好。

事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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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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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必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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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村远眺。 赵京武摄（人民视觉）

图②：选购绣球。 赵京武摄（人民视觉）

图③：制作绣球。 赵京武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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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月 31日电 （记者孙海天）近日，海南省科

技厅发布关于设立首批海南省资源库馆/数据中心（简称

“省级资源平台”）的通知，决定批准“国家热带植物种质资

源库”等 9 个资源平台为首批省级资源平台。

据了解，首批 9 个省级资源平台分别为：国家热带植物

种质资源库、海南省南药基因资源库、海南省热带农业农村

数据中心、海南省热带作物离体资源库、海南省热带农业微

生物菌种资源库、海南省食蟹猴资源库、海南省大型真菌资

源库、海南省热带传染病生物样本资源库、海南省油棕种质

资源库。

据介绍，该省级资源平台属于科研基础支撑与条件保

障类的科技创新平台，面向海南省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

和创新社会治理等需求，有助于加强优质科技资源有效集

成和保护，提升科技资源使用效率，为科学研究、技术进步

和社会发展提供网络化、社会化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未来，海南省级资源平台将主要围绕热带作物及特色学

科领域资源数据的建设与挖掘利用等方向，通过整合数据资

源，重点开展海南省主要热带作物全产业链大数据及农业农

村科技基础数据的采集、监测分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工

作，数据赋能海南自贸港建设，促进海南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优质科技资源有效集成和保护

海南设立首批 9个省级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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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乡村寻找最美乡村··旧州村旧州村R

旧州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南面，距城区约 10 公里。

旧州村群山环抱，清澈的河流蜿蜒而过，立于河中的文昌阁以及村里

别具特色的“绣球街”，构成这里独特的风光。

这里民风朴实，壮族风情浓郁，以制作传统工艺品绣球而闻名。

旧州村 500 多户人家，每家每户都有人会制作绣球，全村年产绣球 30
多万个，产品畅销各地，远销国外。2012 年，靖西壮族绣球制作技艺

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年来，当地持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利用绣球制作技艺发展

旅游及相关产业，推动乡村振兴。2020 年，旧州村入选第二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壮乡山村 绣球传情
本报记者 庞革平

①①

②②

③③

（上接第一版）

李克强说，当前经济增速回升向好，金融系统要继续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这关系市场预期，稳定的预期是市场

经济的“硬通货”。要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

施，加大金融对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优化结构的支持，改

善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

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刘鹤、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本报拉萨 1月 31日电 （记者袁泉）近年来，西藏以“强品

牌、重特色、创效益、增收入”作为做强做优劳务品牌的主要目

标，强化组织保障、出台具体举措，全力推进“一县一品”劳务

品牌创建活动。截至目前，全区已创建劳务品牌 74 个，劳务

品牌年度规模人数达 27 万余人，年增收 32 亿余元。

据介绍，西藏将重点打造一批口碑较好、发展前景广的劳

务品牌；并结合西藏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围绕地方特色，深

度挖掘和培育民族特色品牌。同时，以“政府+劳务品牌+农

户+实体店（网店）”发展模式，实现品牌效益最大化，并充分

利用各类平台宣传展示劳务品牌，讲好劳务品牌故事。

西藏创建“一县一品”劳务品牌 7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