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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爽

从初级种植养殖到打造包括饲草料生产、屠宰加工、有机肥
制造的农牧业循环产业链条；从农牧民进场打工到构建农企利益
联结机制；从户户土坯房到整齐有序的砖瓦房……巴彦淖尔市杭
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村老百姓的腰包日渐鼓起来了，村集体经济
收入突破200万元。

说起这一番变化，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村党总支书记张
继新，都由衷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2002年，在外务工的张继新返乡发展。“回到家后，也有过担
忧忐忑，但是改变家乡现状的心特别坚定。”张继新说，中南渠村
人均耕地少、村民收入少，走什么路子能带领村民致富呢？经过
走访考察，张继新以奶牛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政策扶持+企业担
保贷款”的方式，帮村民买牛犊、盖牛舍，带动村民养起了奶牛，形
成规模化养殖的雏形。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咱们必须走多元化发展的路
子。”张继新与村民们共同探索增强抵御养殖产业风险能力的路
径。2010年，他抓住肉牛养殖市场的空缺，建起肉牛养殖园区及
屠宰加工场，和农户签订订单养殖合同，将小牛犊提供给农户饲
养，由企业统一回收，农户饲养一头牛可获利 3000元以上。至
此，中南渠村打通了养殖致富新通道。

为了进一步延伸扩展产业链，中南渠村开启了“支部+企业+
基地+农户”的党建引领产业化发展新路径，形成集牧草种植、种
牛繁育、肉牛养殖、有机饲料生产、屠宰加工、熟食加工、粪污资源
化再利用于一体的农牧业循环产业链条，带动周边3000多户农
牧民以及30多家合作社参与种植业和养殖业，有效实现了农牧
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发展的目标。

借助巴彦淖尔市“天赋河套”区域公共品牌，中南渠村的旭一
健坤有机牛肉打开了高端市场和网上通道，带动周边农民共同闯
市场、树品牌。“我们重点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建设了年屠宰
5万头肉牛的精深加工生产线和年加工 1万吨牛肉熟食的生产
线，将企业的有机肉牛全部精深加工，销往全国各地。”说到产品
特色优势，张继新底气十足。

2014年，张继新被大家推选为中南渠村党总支书记。任职
后，他更觉肩上担子沉重，不仅要发展产业，还要努力解决村民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为乡亲们服务好，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更是
我作为党总支书记的责任。”张继新说。

张继新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带领全体党员群众撸起袖子加
油干，又打造了特色果蔬采摘园，发展起周末游、休闲游等乡村旅
游项目。村里修了路，家家住上砖瓦房，户户开上小轿车……如
今，中南渠村产业兴旺、人心振奋，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里的乡亲过上了“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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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党旗红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李昇

夏日的天空澄澈宁静，乌兰察布市察
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南店村幸福院内，一间
间 砖 瓦 房 被 阳 光 照 射 的 明 亮 而 温 暖 。
2000多平方米的广场上，老人们一边晒着
太阳，一边拉着家常，场面温馨美好。

巴音塔拉镇南店村幸福院始建于2012
年，居住着邻近 5个村的独居和空巢老人。
他们多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年老体弱，子女
常年在外务工。随着幸福院的基础设施日
渐老化，配套服务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
的日常需求，逐渐成了老人们的“心病”。

察右前旗旗乡两级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来村调研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
这个问题，大家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建言
献策。2023年 3月，南店村养老服务站建
设的民生实事项目在巴音塔拉镇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现在，幸福院的老人们每天都在南店
村长者餐厅集中就餐，行动不便的还会有
志愿者送餐上门。旗政府和有关部门统一
为幸福院进行了配套电网改装，由原来的煤
取暖变成了现在的电取暖。空荡的院落建
成了慈孝广场，院内几间闲置的房屋也被
打造成文化活动室。农耕用具、老式家具、
黑白电视、老人们自制的手工艺品在文化
活动室里随处可见，在这里，老人们可以下
棋、打牌、做手工，还能寄托对过往生活的
怀恋。

南店村幸福院的变化是察右前旗发挥
“两代表一委员”作用，更好服务群众的生
动实践。为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员”作
用，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察右前旗成立了以
旗委书记任组长的“两代表一委员”工作领
导小组，全面负责落实各项工作。建立旗
级“两代表一委员”之家，设置联络办发挥
统筹协调功能。借助市级“三合一”平台，
推广“北疆民心桥”微信小程序，实现了代

表、委员线上履职全覆盖。通过开展“两代
表一委员”建议、提案集中交办会议，察右
前旗集中交办了来自全旗各行业部门领域
党代表、人大代表的工作建议219条、政协
委员提案71件。

察右前旗人大代表、平地泉镇新时代社
区书记杜建霞，最近屡屡往返于土贵乌拉镇
和平地泉镇之间，为辖区内的残疾住户尚露
露多方奔走。2019年，尚露露丈夫因车祸
去世，留下她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肇事方
无赔偿能力，尚露露一家生活水平直线下
降，很快陷入困境。杜建霞知道后，主动约
访尚露露，和她向有关部门申请，将户籍迁
入现住地土贵乌拉镇，方便其办事。另外，
杜建霞还为尚璐璐申请了市志愿者协会、旗
委政法委的专项救助金。

如今，在察右前旗，“两代表一委员”常
态化、全天候履职已成为了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载体。在旗人
大代表乔彩霞的协调下，平地泉镇平一村

等三个村的内部巷道进行了修缮硬化，为
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旗人大代表庞清向
旗人大常委会积极建言，会同玫瑰营镇政
府，在玫瑰营村主街等4公里的村内道路上
安装了 100多盏照明路灯，解决村民夜间
出行安全问题；旗人大代表赵彩凤协调为
老圈沟乡新建白土湾村交通桥、营子村桥，
以及重新疏通治理河道……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好政策
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收集员”、纾困
解难“服务员”、民生实事“监督员”、矛盾
纠纷“调解员”，代表委员们带着不变的初
心和使命，积极倾听群众呼声、关注群众
需求、解决群众困难。察右前旗将通过建
强平台载体，以“了解社情民意，为民排忧
解难”为重点，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
目标，激励和约束“两代表一委员”常态
化、全天候履职，进一步强化代表委员责
任担当，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满意度。

“两代表一委员”架起“连心桥”办实“暖心事”

掠影

知行合一

□本报记者 潘佳

“多亏了闫书记，我们的补偿金才能及时到账，要不找来找去
还找不到正地方……”前些日子，兴安盟扎赉特旗音德尔镇东升
村村民王喜臣等人找到党支部书记闫宝贵，连连向他表示感谢。
原来，东升村百余户村民的失地补偿金迟迟未予发放，得知这一
情况后，闫宝贵主动与村民进行沟通，并承诺代替百余户占地户
和上级部门进行协商，保证将资金发放到位。

闫宝贵是扎赉特旗党代表，现任音德尔镇东升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自担任党代表以来，闫宝贵常态化履行职责，他从村
民认为最难的事情入手，着眼于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在东升村率
先开展信访代办，提出“党建+信访代办+基层治理”工作思路，有
机融合党代表常态履职发挥作用“四定工作法”，实行一支队伍聚
民心、一套制度安民心、一杯热茶暖民心、一批实事赢民心“四个
一”工作机制。在他和“两委”班子的努力下，东升村被列为全旗

“信访代办”学习标杆。
为了确保信访代办工作有序推进、责任明晰、办理高效，东升

村建设了一支信访代办队伍，按照“党支部+信访代办员+网格
员+群众”形式，分层分级分类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确保人人
头上有责任，实现事事有人管、事事有人办。与此同时，东升村还
建立了信访工作、首问负责等制度，明确信访代办员工作职责和
考评办法，确保有依可循、有据可查。

东升村是城中村，群众住房安全成为老大难问题。村“两委”
班子成员通过走访了解、沟通协商，历经1年时间为困难群众协
调租住廉租楼，解决了23户困难群众住房问题。并在楼房外面
安装了楼梯扶手，选择身体素质较好的村民任楼道长，确保村民
间能相互照应，村民们对此赞不绝口。

从住房安全到垃圾清理，从化解土地纠纷到征地补偿，从
道路维修到积水排放……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之处，总能看到
代办员的身影。东升村“两委”班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努力将一批批好事、实事办到
群众心坎上。

聚焦源头治理
解决急难愁盼

□本报记者 潘佳 通讯员 郭晓东

走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大街小巷，
目光所及，街道干净整洁，小区温馨舒适，
商铺整齐划一，群众安居乐业……这一
切，都离不开全旗在职党员的辛勤付出。

近年来，乌审旗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深
化拓展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双
报告、双管理、双考核”参与基层治理机制，
进一步提升在职党员精细化管理水平，激
发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奥美拉唑不能长时间服用，您的症
状如果还没有缓解，还是需要去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明确病因。”在一处义诊现场，
来自乌审旗人民医院的医生正耐心回应
居民的咨询。作为嘎鲁图镇文苑社区的

“双报到”单位，乌审旗人民医院定期开展
的义诊活动受到附近居民一致好评。

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停放难一直是困
扰居民的烦心事，萨拉乌素社区协同“双
报到”单位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合力
修建了电动车棚和充电桩，极大缓解了周
边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难题。“这
个充电棚比较智能省电，电动车充满以后
就会自动断电，实在太方便了！”园丁小区
居民苏军激动地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乌审旗各社区
党组织根据“双报到”党员基本信息，建立
党员志愿者资源信息台账，按照“岗位所
需、党员所长”原则，明确在职党员服务岗
位、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成立社区联合党
委，建立在职党员领岗承诺、奉献积分、工
作纪律等制度，把群众“需求清单”与共建
单位、在职党员“资源清单”相匹配，发动千
余名党员主动下沉小区，大力推行“菜单
式”服务、“组团式”服务。同时，机关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开展工作情况，
将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年度考核、提拔干
部、评先评优等工作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目前，全旗6个苏木镇全部建立“大党
委”，18个社区全部建立“联合党委”，形成
项目清单 126项，社区共建单位累计开展
政策宣讲、爱心义诊、义务理发、普法宣传
等各类为民服务活动2100余人次。

“伯爵公馆小区一位8岁留守儿童，需
要一个保温杯。”不久前，呼热胡社区党总
支书记扎格苏刚把这条“微心愿”发布在
党员干部“双报到”智慧平台，很快有党员
主动认领，第二天，就将保温杯送到了呼
热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在职党员的服务就
延伸到哪里。乌审旗精心打造党员干部“双
报到”智慧平台，既能畅通信息，又能提高服

务效率。通过“双报到”智慧平台精准派单，
旗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根据个人
特长及群众需求，主动认领工作任务，及时
开展志愿服务，做到单单有回音、件件有落
实。截至目前，该旗线上报到党员1925人，
精准派单318次，完成困难群体微心愿744
个，为社区群众办实事1600余件。

为进一步提升在职党员进社区实效，
乌审旗委组织部在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
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在职党员服务社区
积分制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明确
了积分项目、积分规则、积分使用和管理方
式。当在职党员的积分达到一定数量时，
便可以到“积分超市”兑换各种实用物品。
各社区积分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生活用品

“明码标价”，只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认领困难群体微心愿或担任小区业主委员
会委员，就能获取到相应积分，可以兑换生
活用品、共享餐厅代金券等。

在职党员“积分制”实施以来，乌审旗
不断强化积分结果运用，既有精神鼓励，
也有物质奖励，让积分既有“面子”又有

“里子”，将基层治理由“社区事”变成“家
家事”，由“任务命令”转为“激励引导”，让
小积分积出凝聚力，让广大居民拥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
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职党员“融”进去 基层治理“活”起来

□本报记者 白丹 通讯员 孙丽敏

“村里老年人比较多，手机看不了一
会儿眼睛就花了，所以没事儿都爱到村部
转转。在草原书屋，他们可以听宣讲学习
新思想、了解新政策，也可以坐在一起唠
唠嗑儿，很多孩子一放假就来这里看书学
习。”近日，谈起草原书屋为牧民群众带来
的便利，通辽市扎鲁特旗芒哈吐嘎查草原
书屋管理员巴图打开了话匣子。

近年来，扎鲁特旗充分发挥草原书屋
的文化阵地作用，依托书籍全、内容新、更

新快的优势，把理论政策、道德文明、党史
故事宣讲舞台搬进草原书屋，并通过举办

“沐浴书香 阅享人生”“亲子共读 用心陪
伴”“草原有书屋 书香伴我行”等主题活
动，把书屋打造成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思想

“加油站”和技能“普及所”。
为将理论宣讲与草原书屋有效结合，

扎鲁特旗还不断“解锁”理论宣讲新路径，
将理论宣讲、政策阐释与读书感悟相融
合，通过现场查阅相关书籍、分享宣讲心
得的方式，带领群众形成“问题大家讲、办
法大家谈”的良好学习氛围，既提高了书
籍利用率，又让草原书屋成为广大农牧民

的思想“充电宝”和蓄能“加油站”。
“以前的阅读活动多以读书分享会的

形式开展，今天，旗里为我们请来了宣讲
理论政策的老师，不仅让我们通过书籍学
到了相关知识，更让我们有机会与专家进
行现场交流。有了思想上的指引，读书也
就有了方向。”乌额格其牧场党员白云说。

接下来，扎鲁特旗将持续发挥草原书
屋的宣传阵地作用，开展与农牧民群众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宣讲活动，吸引更多群
众走进草原书屋汲取知识养分、补给思想
电能，让党的创新理论源源不断通过草原
书屋飞入千家万户。

草原书屋小阵地变身理论学习大讲堂

★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金融思维和金
融工作能力，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
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4 年 1 月 16 日，习近平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组织开展好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督促领导干
部树立正确权力观，公正用权、依法用权、
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2024年3月18日至21日，习近平
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来源：共产党员网）

□本报记者 宋爽

“帮您约、帮您查、帮您缴……‘小驼帮
办’都能帮您办。”前不久，阿拉善盟孪井滩
生态移民示范区嘉尔嘎勒赛汉镇党群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在走访中，耐心地向来往群众
介绍“小驼帮办”小程序的用法。

“小驼帮办”小程序涵盖数据分析、政务
服务、政务公开、便民服务等版块，可为群众
提供“帮您约”“帮您办”“帮您查”等 200余
项镇级政务服务事项。这是阿拉善盟坚持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进一步解
锁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掌上
办事新体验的生动实例。

阿拉善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
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围绕创优
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着力在帮办代办向
基层延伸方面下功夫，通过成立“红色代办团”，
打造“小驼帮办”品牌，借助数字化、智慧化手
段，为群众提供各类贴心的帮办代办服务，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服务群众，让基层服务接
上地气、落到基层，力求让农牧民群众了解政策
贴心、办理事项省心、办理结果舒心。

阿拉善右旗在各苏木镇、嘎查（社区）组
建“红色代办”服务队，为群众提供便民周到
的帮办代办服务；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打造“党员先锋岗+帮办代办”服务品牌，
帮办代办员手把手为老年人等群体教授“小
驼帮办”网上业务；额济纳旗“红驼铃”志愿
队，向农牧民发放帮办便民卡，按需提供上
门服务……在细微处入手，一件又一件小事
温暖人心，实现农牧民办事从难办到好办、
易办、快办的转变。

“小驼帮办”在身边

□本报记者 宋爽

连日来，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设施
农业蓝莓产业园里，前来采摘的群众络绎不
绝。“在家门口打工，我心里又美又踏实。”木
头营子乡青山村村民李艳春高兴地说。

针对全旗产业发展分散、抵御风险能力
弱等问题，敖汉旗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富民，
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
上。截至目前，全旗集体经济达7649.91万
元，其中超过50万元的嘎查村有39个。

敖汉旗委设置小米产业、沙棘产业、金
丝蜜瓜产业、食用菌产业 4个产业链党委，
在全旗16个乡镇苏木打造党建引领产业发
展共同体。深化党群共建、资源共享、难题
共解、发展共助机制，组织共同体成员单位
集中开展联席会商、主题党日、招商引资等
活动，将行业部门资金、项目“打捆”使用。
目前，全旗共打造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体
21个，带动2万余户农牧民增收致富。

为了让群众更好分享发展成果，敖汉旗
214个嘎查村党组织合作社积极整合资源，
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作
用就发挥到哪里。嘎查村“两委”班子成员、
党员示范户、致富带头人等群体组建专业化
运营团队，建强农资供应、农技培训、农机作
业三支队伍，助推全旗集体经济质效双提。

“党建链”串起致富产业链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 31 个“红枫驿站”和 5 个“红蜂角”，为
新就业群体提供避暑取暖、学习交流、健康咨询等各类服务。图为快递从业人员近日在
玉泉区俪城社区“红蜂角”用餐休憩。 白燕荣 摄

筑起暖心“港湾”

6 月 23 日晚，“传承中华文脉·弘扬北疆文化”内蒙古艺术剧
院 2024 年“人民剧场”惠民演出活动——“民族团结跟党走”综合
歌舞专场演出在内蒙古博物院宝鼎广场精彩开演。演出包含民
乐合奏、舞蹈、长调等多种艺术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尽情感受
艺术的魅力与文化的力量。

本报记者 韩晓宇 实习记者 马嫣然 摄

“文化大餐”润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