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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有烦恼，茅圻找巧巧。”记者在湖

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东沟镇茅圻村采访

时，多次从村民嘴里听到这句顺口溜。

“巧巧”名叫余巧，是名 90 后姑娘，茅

圻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曾担任茅圻

村的网格员。过去，她把网格工作想得很

简单——“每天在村里‘晃一晃’就行了”。

一天，她像平常一样在村里走访，见一位老

婆婆坐在家门口吃药。上前询问才得知，

她并未生病，却把快过期的药当营养品吃，

因为“花钱买的，丢了浪费”。

劝下老人后，余巧仍觉后怕。茅圻村

有 10 多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800 多人。在

村里工作的这几年，她帮助过许多村民，

但面对村民复杂多元的需求，越来越感到

力不从心。“一个人力量有限，发动更多人

参 与 ，才 能 为 群 众 提 供 精 细 化 服 务 。”余

巧想。

在村两委支持下，余巧在村里发起成立了志愿服务团

队。最初，志愿者们主要帮助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代办、代

修；在外务工的村民想看看家中的父母，他们就去帮忙打通视

频电话；老人的药吃完了，他们便帮忙购买，并一一交代清楚

用药说明；村民家里东西坏了，他们免费上门修理……

慢慢地，志愿服务团队帮助村民解决的事情越来越多，

吸纳了村医、维修能手、学生、个体经营者等热心志愿者加

入。随着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将志愿者按对应网格划分重

组，安排轮值接访、定时碰面。志愿服务团队服务内容也不

断丰富，既有代办、维修，又可为村民介绍工作、介绍对象，

还能帮助调解家庭邻里纠纷。目前，鄂州已在全市推广该

志愿服务模式。

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关系每家每户的切身利

益。如何协调各方力量，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怎么把好政策

更便捷地送到群众身边，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绕不开的课题。

从发现问题、倾听诉求，到探索好思路、好办法，再到发动群众

参与，基层干部要善用巧劲惠民生，汇聚多方力量，寓基层治理

于广泛的服务之中，事无巨细，久久为功，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

盼，实现基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

（作者为本报湖北分社记者）

栏目投稿邮箱：yxxz84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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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行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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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相关

部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深化“通武廊”

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党建联建共建座谈

会，“通武廊”党建联建共建推进中心正式

揭牌。

座谈会上，三地出台了深化“通武廊”区

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党建联建共建若干措

施，推出 10 项具体举措。三地将通过强化党

组织联建共建，推动党员干部共商协同发展

重点任务，共同破解瓶颈难题，助力区域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通州、武清、廊坊紧紧围绕“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目标，签订人才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交流合作协议，探索打造区域

合作平台，拓宽基层干部交流渠道；通过学

习培训、实践锻炼、挂职交流等多种方式，建

立党建工作定期交流研讨、基层干部教育培

训插班互学和资源共享等机制；稳步实施教

育共同体、医联体、跨城养老等民生项目，政

务服务区域通办优化升级。

通州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北京 3600 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

延伸到天津、河北，武清、廊坊北三县 500 余

项政务服务事项也可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办理。

“通武廊”三地强化党组织联建共建

推动党员干部共商协同发展重点任务

一大早，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

上洋村村民徐后根来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

心，年满 60 岁的他准备办个老年优待证。“个

人相关信息通过民情档案就能查到，村里还

可帮办代办，蛮方便的。”徐后根说。

近年来，衢州市以“民情档案、民情沟

通、为民服务”为重点，建好、用好民情档案，

并进行数字化升级，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

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建立民情档案，加强管理
维护，推广使用线上平台

此前，徐后根要开具证明，曾因为一时

找不到身份证而发愁。“好在党群服务中心

的民情档案里，还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没

耽误办事。”徐后根说。

徐后根所说的民情档案存放于村党群服

务中心二楼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组组档

案柜整齐码放着村里 2000 多套各类资料。

“10 多年前，村里开始系统收集村情、户情和

民情等资料，并做好更新管理，以便更好服务

群众。”上洋村党支部书记黄岳华说。

此前，不少农户因资料保存不善甚至遗

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黄岳华说，村里逐

村逐户收集民情信息，建立起“一村一册、一

户一档、一事一表”的民情档案体系，组织村

两委干部做好民情档案的管理和维护。

如今，村民个人信息有变动都会主动及时

交到党群服务中心，放入民情档案。不仅如

此，村里发挥基层干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

势，建立健全日常走访机制，协助补充完善民

情档案。

“我们村集体每年分红，都清清楚楚、有

据可查。”黄岳华说，村里建立民情档案后，

村干部日常走访收集更新，各类资料随时可

查，确保了“事先有约定，分红少纠纷”。

现在，民情档案进一步升级。衢州在全

市推广使用的线上平台“邻礼通”，涵盖了居

民、住房、场所等 5 大类 40 余项信息，归集 11
个部门约 2500 万条民情数据，与基层多个应

用打通融合。如今，“邻礼通”线上归集民情

档案超过 110 万户。为保护居民隐私、保证

数据安全，干部只能打开自身工作权限范围

内的数据，无法越权访问。

推进领导干部下访，建立
沟通机制，及时听取群众
诉求

“3 个网格 407 户 1489 人……”衢州江山

市虎山街道彭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书香打开手机页面，向记者展示自己的走

访记录：此前在村民何丽丽家宣传防范电信

诈骗，询问近期情况。村民们有任何诉求，

都 可 以 通 过 线 上 平 台 随 时 向 相 关 负 责 人

反映。

“村 干 部 每 半 年 要 把 全 部 农 户 走 访 一

次，但走访不是简单收集信息，更要了解群

众诉求、解决问题。”郑书香说。

项目征迁如何推进？村里卫生如何管

理？前不久，彭里村召开村民大会，村委会

召集村民讨论新的工作要点，并就大家关心

的问题答疑解惑。

“有事大家一起议，难事大家一起解。”

这是郑书香最常说的一句话。去年，为做好

民情档案的补充完善，郑书香逐户了解民

情，用一周时间走遍村里 3 个网格 407 户。

不少村民白天忙工作，村干部就晚上走访，

郑书香说：“村干部勤到村民家里走动，能更

及时了解情况。”

衢江区莲花镇推行问题日清日结以及

“民情直通车”下访等机制，强化民情收集，

解决群众难题；柯城区斗潭社区借助“邻礼

通”的数据打通，针对社区老年群体的子女

是否同城、身体是否健康等不同情况分类标

注，方便网格员入户随访、纾困解难……

近 年 来 ，衢 州 在 做 好 民 情 收 集 的 基 础

上，探索建立民情沟通会、邻里议事会等沟

通机制，落实每月一次的村情民情分析制

度，推行“民呼我为”“夜访夜办”等服务，充

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推进领导干部下访，

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实际工作。“在对民情档

案进行数字化升级的同时，党员干部也要更

好地倾听民声，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切实做

到精准服务、为民办事。”衢州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严兵说。

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组织
志愿团队，改善为民服务
质量

“吴阿姨，现在洗漱方便些了吗？”江山

市凤林镇干部鲁苗苗负责联系白沙村，她一

早来到村民吴井法家中走访。此前一晚，她

还在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与村两委干部一

道商量村务。

“刚来时不熟悉，工作开展也不顺利。现

在与大家交流多了，对村里的情况也更了解

了，工作起来效率更高。”大学毕业后，鲁苗苗

就来到了乡镇工作，已联系白沙村 3 年多。

为了解群众诉求，鲁苗苗走遍了白沙村的家

家户户，民情记录本上写满了她走访的所见

所闻。村民说：“鲁苗苗很真诚又能解决问

题，我有什么想法都愿意和她聊一聊。”

一次走访中，吴井法向她说起，村里的

景观池改造后，虽说环境好了，村民洗漱却

不方便了。如何解决？鲁苗苗到现场查看，

及时与村干部协商，决定增设水槽，方便村

民洗漱。该项目目前已经改造完成。

针对村级党组织书记工作需要，衢州深

化导师帮带制度，开设推动产业发展、提升治

理能力等专题培训班；针对网格员工作需要，

衢州建立从市到县的新进网格员培训班，开

展系统化培养。此外，当地加强各类基层组

织建设，引导乡贤、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等

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增强活力、提升效能。

衢州还按照组织所能、群众所需，以市

县机关干部、党员、志愿者等为主体，组建地

域性强、紧贴基层实际、服务特色鲜明的志

愿服务团队，提供基层便民服务，持续提升

干部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在走访联系

群众、用好民情档案的锻炼中，党员干部工

作能力得到了提升，有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衢州市委组织部

部长陈玲芳说。

浙江衢州市推动干部下沉一线，摸清群众所需所盼

用好民情档案 提升治理效能
本报记者 窦 皓

■干部状态新观察R

基层干部要善用巧劲惠
民生，汇聚多方力量，寓基层
治理于广泛的服务之中，事无
巨细，久久为功，解决好群众
的急难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