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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石
阡县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围绕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五个
体系”建设，结合安置点群众
稳得住、快融入、能致富目标，
纵深推进“四安家园”提质升
级，全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助推搬迁群众适
应新家园、融入新生活、实现
新梦想。

突出党建引领突出党建引领
完善基层党建体系强基础完善基层党建体系强基础

强化组织引领。石阡县
根据工作实际，及时调整易地
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切实发挥
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作用。
全县14个易地搬迁安置点，
均由县级党政领导联系，每季
度至少到联系点调研指导1
次，每年帮助解决2个以上实
际问题，确保搬迁群众能稳定
融入，可持续发展。同时，不
断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
群众自治为基础、群团组织和
各类社会服务组织为纽带、经
济组织为支撑的安置地基层
组织体系，切实发挥各类组织
在安置地基层治理中的作
用。去年以来，到14个安置
点开展调研110余次，开展联
合督导检查9次。

健全服务管理。为加强
对安置点搬迁群众的有效管
理，组建安置点村（社区）党支
部，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全覆盖。整合党建、政法、综
治、民政、应急等网格，按照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工作
要求，科学划分网格26个，设
立网格党小组26个，选聘41
名网格长（楼栋长）、9名城市
社区安置点专职网格员，负责
搬迁群众日常事务和宣传落
实上级精神，着力构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基层网格化治
理体系。去年以来，各安置点
网格员参与化解矛盾纠纷230
余起，有效提升服务质效。

配齐工作力量。选优配
强安置点社区“两委”班子，加
强第一书记和驻村（社区）干
部管理，并建立社区后备干部
人才库，注重从离任村干部、
年轻党员群众、致富带头人等
选配为居民小组和楼栋负责
人，实现将党的政治优势转为
服务群众的工作优势。根据
驻村工作轮换要求，全县14
个安置点共选派14名第一书
记及42名驻村工作队员，实
现第一书记全覆盖。

突出机制创新突出机制创新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稳定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稳定

搭建“三大平台”，完善

服务功能。石阡县围绕社区
居民“15分钟生活圈”，以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充
分发挥安置地党群服务中心
阵地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搭
建党建活动平台、服务群众
平台、协商议事平台，将社区
议事会议、楼栋长会议和社
区共建联席会议等协商议事
活动前移至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打造社区协商议事重要
平台，及时完善社区党员、干
部联系群众机制，协调解决
搬迁群众在就医、就学、就业
等方面的诉求。

统一“四项标准”，建优服
务阵地。按照因地制宜、共建
共享、节约高效的原则，整合
党建、治理、服务等功能，对党
群服务中心实行统一规划、统
一配置、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与物业公司、业委会等现有场
所整合使用，提升综合使用效
率。去年以来，安置地党群服
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上门服务
450余次，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260余起，切实发挥社区服务
作用。

建强“五员队伍”，提升服
务质效。探索实施“125”工
作法，坚持以党组织为核心，
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带头作
用，切实把党的工作落实到
安置点治理各个环节、各个
领域，以党小组长、楼栋长为
抓手，建立社区管理网格，推
动精准化、精细化管理和服
务，以思想引领员、就业服务
员、排忧解难员、权益维护
员、文明倡导员等“五员”为
着力点，全面提升安置点搬
迁群众后续服务质量，促进
易地搬迁群众实现从“搬得
出”向“稳得住、快融入、能致
富”转变。

突出就业保障突出就业保障
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稳增收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稳增收

强化就业指导，提升服

务水平。石阡县立足就业和
社会职责，精准发力，在安置
点成立了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选派41名优秀业务人员
充实劳动保障力量，在易地
扶贫搬迁点专抓就业创业服
务工作，并明确岗位职责、目
标任务，强化服务机制。按
照“五个一批”方式，县人社
局、县就业局、县生态移民局
等部门协调发力，持续推动
有劳动力的零就业家庭实现
动态清零。

建立信息台账，实行动
态管理。充分发挥就业创业
服务中心力量，对易地扶贫
搬迁劳动力家庭通过上门服
务、电话沟通、微信联系等方
式，及时掌握搬迁群众就业
创业信息，建立搬迁就业信
息动态管理台帐。服务中心
每月开展 1 次就业信息登
记，每年向未就业的搬迁劳
动力推荐 3 个以上就业岗
位，为积极促进新市民更好
融入新城镇创造条件。

拓宽就业渠道，促进转移
就业。紧紧围绕“一户一就

业”目标，通过与东莞市结对
帮扶单位联系，通过“采集就
业岗位、推送就业岗位、寻找
就业岗位”方式，搭建石阡东
莞劳务协作“直通车”，点对
点向搬迁群众开展劳务就业
信息宣传和就业岗位推荐。
去年以来，免费集中输送易地
搬迁外出就业群众152人，向
外输送劳动力735人，实现劳
务就业由“零星式”向“组织
化”转变。

突出思想教育突出思想教育
完善文化服务体系提素质完善文化服务体系提素质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石阡县严格按照《贵州省
2022年度易地扶贫搬迁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标准》，
实行易地搬迁安置点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全
覆盖，加大资金保障，健全完
善搬迁安置点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功能、设施设备，确保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
的公共文化服务。

组建文化志愿服务队
伍。从机关、国企、学校、非公
等不同领域招募优秀志愿者，
组建志愿服务队，每月至少组
织开展1次以上育德宣教、健
康义诊、应急抢险等志愿服务
活动。目前，社区搬迁安置点
公共文化服务专职人员 54
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20余
场次。

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
业。立足印染、竹编、苔茶制
作等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将
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转化为搬
迁群众致富增收的有效途
径，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在安
置点开办扶贫车间、加工作
坊等，构建“文化产业+合作
社+搬迁群众”的模式促进民

族文化产业发展，采取灵活
就业的方式，实现“楼上安
居、楼下就业”。

突出共建共治突出共建共治
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保秩序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保秩序

构建“红色物业”管理体
系。石阡县推行“红色物业”
工程建设，探索推进“党建+
物业”管理机制，通过实施

“红色物业”工程，搭建服务
社区的重要平台，推动物业服
务企业和业委会党员负责人
与社区党组织成员“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着力解决社
区居民最关心的物业管理难
点、痛点问题，逐步建立起社
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
委会、物业公司“四位一体”
管理体系。

建立文明激励机制。以
社区为单位，设立道德评议委
员会，每季度开展1次民主评
议活动，建立“居民积分+爱心
超市”模式，制定积分管理评
分细则，引导居民参与清洁家
园、互助守望、助困帮扶等志
愿服务积攒积分，积分可以在

“爱心超市”进行物品兑换，进
一步提高居民参与社会治理
的积极性。

建立社区治理队伍。社
区讨论制定了居规民约，通
过探索“民心党建+X”模式
促进社区治理，组建了法治
宣传队、青年突击队、“三八”
红旗队、夕阳模范队等6支队
伍，充分调动搬迁群众参与社
区治理积极性，提升社区科学
化治理水平。目前，已开展
系列主题活动25场次，服务
群众达 2400 余人次。（记者

杜英姿、郭文治、孟航、刘蕾、

郑新钰、李彤彤、李静雯综合

报道）

石阡县石阡县：：绘就易地搬迁新画卷绘就易地搬迁新画卷 提升群众幸福感提升群众幸福感

铜仁市石阡县平阳社区组织易地搬迁进城后的妇女在培训
中心学习金丝珐琅制作技术。

铜仁市石阡县平阳社区全景远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