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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省襄阳市主
动求变、积极应变，坚持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更新工作思维和
理念，全域推进3.0版“红色驿
站”建设，全力推动“红色驿站”
功能升级、质效提升，切实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

触角延伸触角延伸
服务阵地建设全域覆盖服务阵地建设全域覆盖

襄阳市打好“红色驿站”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收官战，持续
推广1个党群服务中心+N个
功能性“红色驿站”的“一中心
多站点”模式，为实行微治理提
供阵地保障。对现有1492个

“红色驿站”实现编号管理、挂
图分析，科学分解2023年“红
色驿站”建设计划300个，定期
调度，年底实现城区每个“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内至少建有
1个“红色驿站”目标。推动

“红色驿站”建设向乡镇、村组、
两新组织集聚区延伸，将基层
党组织阵地扩展到农村、新业
态最前沿，服务触角拓展到农
民、外卖员、快递小哥、网约车
司机、家政人员等群体中，使

“红色驿站”成为传递党的声音
的前哨站、联系服务群众的连
心桥。今年以来，该市在乡镇
村组建成“红色驿站”72个，对
选定的全市57个“暖新”驿站，
全部设置流动党员服务站。

功能迭代功能迭代
服务质效愈加精准精细服务质效愈加精准精细

襄阳市坚持实用、管用、爱
用，按照“1+4+N”模式，分类
建设基础性、标准型、引领型

“红色驿站”，打造党群活动基
本功能区，灵活设置网格工作、
便民服务、民主议事、文明实践
等4个标准功能区，以及老年

日间照料中心、青年创客空间、
幼儿托管中心、社会组织工作室
等N个特色功能区，变单一聊天
休闲室为多元服务供给室，让老
百姓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推动政务服务专线、自助服
务终端、无线网络信号、专业社
会组织、志愿服务力量“五进”驿
站，提升“红色驿站”承载能力和
服务效能，群众不用多跑路就能
把事情办好。襄州区依托“红色
驿站”开办老年学校和社区老年
学习点、“四点半课堂”，极大解
决了“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问题，
受到群众一致欢迎。

资源集聚资源集聚
服务力量整合一站多元服务力量整合一站多元

襄阳市坚持整体联动，积
极整合工会系统“爱心驿站”、
人社系统“零工驿站”等平台，
推动场所设施共用、力量资源

共享，在“家门口”为居民群众
提供“一站式”服务。整合辖区
资源和力量，推动社区党组织、

“双报到”党组织、驻区单位党组
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
广大党员群众多元参与、多方
联动，将各方力量汇聚到“红色
驿站”，全面提升治理效能。高
新开发区将“公交自助服务站”

“价格争议调解站”“24小时政
务服务站”等平台和资源整合
进“红色驿站”，定期开展党建
服务、政策咨询、事务代办、法律
援助、文化宣传和学习培训等活
动，推动100多项省、市、区三
级高频服务事项下沉驿站，实
现“一站式”多元化便民服务。

管理联动管理联动
服务机制运行常态长效服务机制运行常态长效

襄阳市对“红色驿站”实行
街道社区兜底管理，由社区党

组织负责驿站的日常管理，社
区“两委”干部联系包保，网格
员驻点服务，以网格化条块式
管理推进“红色驿站”运转、维
护。“双报到”党员和志愿者定
期维护，结合职能和资源，定期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结合居民
需求开展错时和延时服务，确
保驿站“进得了门、留得住
人”。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小区居民不等不靠，联合
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物业服
务企业参与“红色驿站”日常管
理，形成了人人都是驿站共管
服务的参与者、志愿者、管理者
的浓厚氛围。樊城区深化“七
点半岗哨”机制，下班后的“双
报到”党员在“红色驿站”轮流
值班，为辖区居民提供服务。
安居社区将一处临街“红色驿
站”免费提供给外卖小哥使用，
外卖小哥也承担起驿站卫生打
扫、日常维护等事宜。

一排扶手、一个台阶……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民生小
事，却关联着千家万户。“我们
向社区提了意见，自己没花一
分钱，台阶就修好了，走路方便
多了。”近日，家住福建省南平
市延平区黄墩街道五里亭社区
的居民王菊莲喜上眉梢。王菊
莲今年83岁，是五里亭社区的
老住户，社区党委书记到小区
走访时，她随口提出了台阶修
葺的问题，没想到这么迅速就
给解决了。

五里亭老旧小区改造是新
一届延平区委、区政府切实推
动主题教育持续走深走实，让
主题教育成果真正惠及民生的
一个缩影。聚焦解决群众的急
难愁盼事，延平区深化“四下基
层”制度，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
究，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推
动党员干部下沉落实群众“微
心愿”，办好解民忧暖民心的实
事，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
上，共建共治共管共享高质量
发展果实，让幸福无“微”不至。

畅通渠道解锁畅通渠道解锁““微心愿微心愿””

在延平区四鹤街道马坑社
区的一座“民生驿站”中，居民们
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向社区干部

反映近期遇到的烦心事。添置
露天座椅、增设照明灯带……这
些反映了社情民意的心声将会
被统一收集成为每周三“民生议
事厅”的议题，审议通过后列入
民生“微实事”清单办理。

延平区积极发挥街道、社
区、小区各级党组织网格作用，
线上开通“我为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来建议”通道，广泛征集群
众意见建议；线下在社区、小区
设立“民生驿站”“小院话事”等
阵地，推动党员干部、代表委员
进社区亮身份，纳民意、聚民
智、惠民生，在与群众吃茶话事
中交流互动、收集群众需求，为
不同年龄段的居民群体构建相
识交往的空间平台，以“民声”
定“民生”，让老百姓走得进来、
说得了话，真正做到了面对面
交流、“零距离”服务。

延平区大力弘扬廖俊波同
志“每年给群众一个惊喜”的优
秀品质，通过线下沟通与线上
互动，建立群众需求清单，梳理
并实施民生补短板项目 100
个；同时，有效融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点单系统”，今
年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共认领
送单 870 个，解决居民需求
1277 条，推动辖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力量下沉让管理暖民心力量下沉让管理暖民心

近日，在延平区商业城公
交站点候车的张先生对加装了
固定底座的遮阳伞连连称赞。
据群众反映，城区各主要交通
路口的遮阳伞暴露在外的钢制
底座存在安全隐患，时有行人
被绊倒。接到处置指令后，街
道执法中队随即对江滨路沿线
所有遮阳伞点位安全隐患进行
排查，将20个遮阳伞的底座埋
入地下或用水泥包封，解决了
这一问题。

为有效消除管理盲区，提高
市容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准确
度，今年以来，延平区委、区政府
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文
明城区活动中创新工作模式，
区委主要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同
志开展常态化夜巡行动，及时
发现问题，现场点题交办。截
至目前，通过常态化夜巡行动
发现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446
个，完成整改383个，限期整改
48个，营造了文明、整洁、有序
的城市环境。同时，整合城管、
公安、交警、市场监管、交通执
法等力量，建立“5+X”联合执
法机制，加强对主次干道不文
明行为的执法力度，先后查处
违章停车、占道经营、乱贴广告

等问题860多起。针对破损路
面、沟渠不通等问题，延平区按
照“国企+班组+N”（N为街道
社区、文明办、城管）模式，先后
摸排点位 1247 处，审核完成
673处，已修缮完成222处。

“群众的感情最朴实，感受
最真切。”延平区委主要领导表
示，群众关心的“小事”，必须成
为党员干部着力解决的“大
事”，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服务于
民、取信于民。延平区创新机
关单位、商会企业、公益组织和
在职党员、代表委员、群团队伍

“六进小区”治理模式，推动
198支队伍力量下沉、资源下
倾、服务下移。通过联席会商、
签订共建盟约，共认领联建项
目327个，解决小区停车位规
范、充电桩设置、消防设施建设
等实际问题310个。

源头治理打造和谐新家园源头治理打造和谐新家园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矛盾纠纷呈现主体更加多元、
类型更加多样、外溢传播加快、
调解难度加大等新的情况和特
点。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延平
区坚持“四下基层”，强化源头
治理，创新推行区委统一领导，
区直部门、群团组织、行业协

会、基层自治组织等多方参与
的“1+N”溯源治理体系，注重
平时抓早抓小，通过建立评理
室、多元调处中心、片区调解
12345机制，切实把问题解决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同时，延平区积极搭建多
方参与平台，确保“小事不出网
格”，持续提升治理效能。通过
引导居民自发组建“帮帮团”

“评理团”等志愿服务队伍62
支，广泛设置连心园、议事亭、
睦邻点、议事平台245个，组建

“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党员示范户—全体居民”多层
级链条式微信群178个，实现
议事决策上下贯通，有效提高
居民邻里的参与度，持续增强
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
识。把近邻文化活动作为培育
居民文明新风的重要抓手，创
新开展“小院党课”活动，以“小
故事”讲活“大道理”，常态化向
小区党员群众开展党的创新理
论、政策法规、基层治理、精神
文明、科技综治等宣传活动，党
群教育与基层治理实现有机融
合。结合重大节庆和传统节
日，累计举办337场居民参与
度高的“邻里节”“百家宴”等特
色文化活动，弘扬“邻里一家
亲”理念，营造和谐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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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延平区委组织部中共延平区委组织部

■■中共襄阳市委组织部中共襄阳市委组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