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先锋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

主编、责编：卢有均 吴江霞 美编：周科5 邮箱：xzrbzks@163.com

藏东披锦绣 田畴奏强音
—昌都市以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振兴走笔

本报记者 万慧

“我们这里有 5 名党员驾驶员，党组织

关系都分散在各乡村党支部。对此，上级

党委指导我们成立了全市首家运输企业

党支部，大家都非常自豪。”日喀则恒发石

油运输公司党支部书记普琼兴奋地说。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新就

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加大薄弱领域党建

工作力度。

近年来，日喀则市委两新工委通过实

施新兴领域党建攻坚拔寨行动，强化党对

新就业群体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示范

引领，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

凝聚力和影响力。

为做到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心中有数，

日喀则市委两新工委采取线上问卷调查、实

地走访、数据分析等方式进行摸底，全面了解

全市快递、外卖、道路货运等新业态及快递

员、外卖送餐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现

状和党建工作情况。目前，全市共有快递企

业（含网点）40家、外卖送餐服务企业2家、道

路货运企业6家，从业人员799名，党员16名。

摸清底数后，日喀则市制定印发《日

喀则市五级党组织抓两新组织党建责任

清单》，构建统一归口、条块结合、责任明

晰、上下联动的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机

制。同时，结合新就业群体实际情况，采

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区域统建、挂靠组

建等方式，在市级层面依托行业部门成立

了互联网行业党委、市快递行业党委、市

交通运输行业党委 3 家行业党委，实现新

就业群体党的领导全覆盖。

在学习教育上，日喀则市推行党群活

动一体化、党组织结对共建等开放式组织

生活，组织新业态新就业党员利用“学习

强国”、珠峰党建“两新园地”、微信群等平

台及时开展学习，并运用“联合主题党日”

“掌上微课”“夜间充电”等学习载体开展

集中教育，确保新业态新就业党员“流动

不流失、离乡不离党”。

“今天开始，我有了‘南骑士’这个新

身份，遇到问题便有了反映的渠道，还能

够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在服务群众方面

发挥作用，我感到很荣幸！”美团外卖“小

哥”陈永芸自豪地说。桑珠孜区城南街道

党工委与美团日喀则站签订协议，成立

“南骑士”志愿服务队，聘用 18 名美团外卖

骑手担任街道兼职网格员。

日 喀 则 市 坚 持 党 组 织 牵 头 ，积 极 引

导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发 挥 他 们“ 流 动 网 格 员 ”“ 流 动 探 头 ”作

用 ，通 过 建 立 微 信 群 ，以“ 随 手 拍 ”等 方

式，及时收集上报相关信息，用镜头传递

正能量、发现治理盲点，延伸社会治理触

角。同时，对新就业群体开展系列关怀

活动，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参与感、安全

感和获得感。

“我将立足岗位，联系好千家万户，以

实际行动践行珠峰最美快递员的光荣使

命，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日

喀则快递小哥阿旺洛桑满怀激情地说。

本报巴宜电（记者 胡文）近日，林芝市巴宜区白玛岗街道白玛岗

社区积极探寻“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成功密码，以深化在职党员“双

报到”工作为抓手，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网格验

单”的“订单式”服务模式，助力在职党员“双报到”工作取得实效，不断

提升社区基层治理水平。

“居民点单”提诉求。社区网格员上门收集居民“微心愿”，并将收

集到的“微心愿”形成“点单台账”上报社区。

“社区派单”解民忧。社区根据居民“微心愿”以及“双报到”单位

工作职能将“点单台账”按照心愿完成难度分类形成“派单台账”；接下

来，社区及时联系“双报到”党组织或个人党员，并说明订单情况，协商

沟通后完成“派单”。

“党员领单”暖民心。党员或“党员服务小组”在群里收到“派单”

任务后，及时接龙报名，随后制定解决方案并与社区沟通服务时间，由

社区对接居民后，再前往居民家中解决困难，完成订单。

“网格验单”求实效。党员或党组织完成服务后，社区及时在“双

报到”通知单上签字盖章。截至目前，该社区共收集“微心愿”11 个，党

员个人进社区开展“双报到、双服务”163 人次，31 个党支部 682 名党员

进社区“双报到”，15 个机关党支部完成进社区“双报到、双服务”活动，

群众满意度达 100%。

本报拉萨讯（记者 耿锐仙）2023 年以来，阿里

地区各级党组织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基，以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专项整治为突破口和切入

点，着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切

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的

实际成效。

加强责任落实，提升整治力。以“支部领村”

为核心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排查认定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 16 个和“后进”基层党组织 172 个，制定

整改措施 720 条，按程序补改选软弱涣散党组织

班子成员 27 名，做到目标任务、时限要求、方法步

骤、工作措施“四个明确”。严格落实包保工作机

制，明确整改责任人 61 名，确定 12 名地级领导联

系指导，帮助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理思路、定措

施，确保整治提升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地委

书记段海深入普兰县赤德村，示范带头联系指导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靶向发力，扎实推动软弱涣散党组

织转化提升、晋位升级。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战斗力。坚持把加强党

员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关键性举措来抓，深入

开展党员“亮身份、作表率、建新功”活动，引导党

员主动参与到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事业中。通

过自治区示范培训、地区重点培训、县级普遍培

训、乡镇兜底培训，有计划、多层次组织开展党的

创新理论、党内法规、党务知识、乡村振兴、基层

治理等专题培训 28 期，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

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新时代党员先

锋队伍。

加强基层治理，提升引领力。探索建立“乡

镇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组织——

楼院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

链条，构建乡镇党委统筹、社区党委管理、网格党

组织落实、楼院党支部（党小组）兜底、党员中心

户协助的运行机制，全面提升组织覆盖面。积极

推动村（居）“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流动人

口等“入网、入格”，在 223 个网格上建立 479 个党

组织和 709 个党小组，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乡村治理新格局。革吉县福康社区积极探索“积

分制”管理新模式，研究制定《革吉镇福康社区乡

村治理推广应用积分制实施方案（试行）》《革吉

镇 福 康 社 区 乡 村 治 理 推 广 应 用 积 分 制 积 分 规

则》，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有效解决了“干部在干、

群众在看”的体制机制弊端。

加强为民服务，提升向心力。通过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结对认亲

交朋友、召开民情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农牧民群众意见建议，累计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928 件。精准选派 728 名“六个一”力量下沉村

（居），帮助村（居）“两委”班子理清发展思路、找准致富门路，确保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普兰县西德

村驻村工作队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对村合作社的产品进行广泛

宣传，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助力村合作社产品实现销售额 2.7万元。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委组织

部结合主题教育“四下基层”活动，开展基层下访、案件接访、重点约访

“三访”工作，切实解民忧、办实事、治源头。

推动基层下访。结合调研，同步开展下访接访，从 2023 年 10 月开

始，林芝市委组织部领导先后 4 次带头深入海拔高、偏远艰苦、条件差

的墨脱县甘登乡、米林市卧龙镇阿拉塘村等地调研，部务会班子成员

及时跟进下基层，了解涉组涉干信访问题，广泛倾听基层意见，先后收

到群众反映问题 3个，发现基层问题 12个。针对发现问题开展现场“会

诊”办公，及时就地化解问题 3个，现场提出解决问题方案 12个，切实把

问题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基层。

开展案件接访。林芝市委组织部对军转安置、干部调动等涉组涉

干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建立台账清单，选派干部到信访群众家中了解

情况、到退役军人家中听取诉求，对能现场解决的直接答复或推动解

决，对需要长期跟进的及时做好解释说明、争取理解，持续推动解决。

同时，采取带案督查、逐案跟进、定期调度等方式强化办理质效，确保

不漏问题、不留隐患。

强化重点约访。把区市“书记信箱”留言作为解决干部和群众诉

求的突破口，坚持公平公正，及时回应干部关切，连续办理 5 起干部调

动、请休假等方面的留言诉求，同时梳理干部请休假、调动等相关政策

规定并印发，充分体现关心关爱，切实解决干部后顾之忧。

一月的藏东乡村，处处锣鼓喧天，喜

庆热闹——

洛隆县硕督镇荣雄村精心编排了文

艺演出节目，演出现场激情飞扬，精彩连

连；

芒康县昂多乡吉措村阿旺绵羊养殖

合作社举行分红仪式，老百姓个个喜笑颜

开，热情高涨；

类乌齐镇扎沙村村民汇集一堂，优美

的舞蹈跳起来、动听的歌儿唱起来、吉祥

的哈达舞起来；

……

连日来，昌都市各族群众用最接地气

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们红红火火的幸福

生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

昌都市坚决扛起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政治

责任，持续在抓实基本、活跃基层、打牢基

础上下足功夫，执党建引领之“笔”，擘画

出支部红、产业兴、人居美的乡村“新颜

值”，让党旗在乡村一线高高飘扬。

固本——
建强“红色支部花”

在卡若区城关镇通夏村，家家住着二

层小楼房，户户都有致富小车和固定门面

收入以及集体经济分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在通夏村荣誉

室里，老党员卓嘎看着满墙的荣誉证书和奖

牌介绍说，“这些年，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我们彻底摆脱了‘后进村’的名头，先后荣获

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第

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实

打实走上了致富路、过上了好日子。”

卓嘎告诉记者，通夏村之所以能够取

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有一位敢担当作为

的党支部书记，有团结奋进的“两委”班

子，有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

乡村要振兴，“领头雁”得配强。

2023 年，昌都市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持续加强基层班子、队

伍和组织建设。

为强化基层班子领导力建设，昌都市

建立“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工作机制，全市 44 名市级以上领导带

头，162 名县（区）委班子成员联动，示范带

动四级书记精准对接联系 1151 个村（居），

建立健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一清单一制

度一台账”工作机制，把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列入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巡察工作

重要内容，并作为领导班子综合评价和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同 时 ，组 织 1965 名 村 干 部 到 乡 镇 挂

职，选派 212 名县级干部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的帮带“导师”，累计开展“传帮带”活动

1000 余次；将培养成熟的 151 名“专干”选

进村（居）“两委”班子，其中 22 人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累计打造各类基层党组织示范

点品牌 424个，其中自治区级示范点 37个，

村（居）干部队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不

断增强。

发展——
勾勒“致富产业花”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示范引领

作用，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路上的一面

旗。”八宿县然乌镇然乌村党支部书记蒋

雄如是说。

“以前，然乌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比

较单一，自身造血能力也不足。”蒋雄告诉

记者，2016 年以来，在然乌村党支部的带

领下，村里先后成立了砖厂、洒洌营地、坝

隆玉措青年清洁餐具公司、惠众砂石场、

帐篷营地等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带动了群

众增收创收。

产业兴，则百姓富。近年来，昌都市

着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让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党员冲

在产业一线，帮助群众选对方向、找准定

位、配置资源，不断做优壮大特色产业、发

展孕育新型产业，进一步夯实乡村产业振

兴发展之基。

2023 年，丁青县丁青镇仲佰村党支部

依托“党建+文旅”示范点建设，用好用活

村庄洒列林卡资源，累计接待过往旅客及

周边群众 1200 余人次，实现村级集体经济

增收 10万余元；

八宿县来古村党支部牢牢抓住冰川

旅游“金饭碗”，带领群众开办来古村公益

客栈、藏式茶馆、红色观光马帮、特色农产

品销售等集体经济项目，带动 80 余名群众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江达县通过“支部+农户”“支部+合作

社”等模式，吸收 198 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参

与到项目建设中，有效推动中央扶持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提质增效。

如今，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全市共

建成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1459 个，带动群众

10.5万余人增收致富；建成中央财政扶持村

级集体经济项目 314个，积极申报中央财政

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21个。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正以十足的干劲、百倍的

信心，描绘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宜居——
绘就“和美人居花”

放眼昌都市各乡村，一条条干净笔直

的村道延伸到了群众家门口，道路两旁房

舍错落有致，家家户户红旗飘扬……一帧

帧美好和谐的画面，绘就了一幅幅生机勃

勃的乡村画卷。

“现在农村变美了，服务设施多了，生

活环境变好了，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舒

心。”边坝县草卡镇桑卡社区居民仁增多

吉的由衷赞叹，是对昌都市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取得喜人成果的生动呈现。

党建引领增活力，乡村如诗又如画。

近年来，昌都市各基层党组织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以网格“微治理”为主体，探

索“五微自治”工作模式，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百米”，构建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新格局。

乡 村 治 ，百 姓 安 。 采 取“ 党 组 织 引

领 +双 联 户 +网 格 ”的 模 式 ，进 一 步 健 全

完 善 村 规 民 约（居 民 公 约）、“ 三 务 ”公

开、纠纷调处、值班巡逻等制度预案，着

力填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真空”和“盲

区”。

环 境 美 ，百 业 兴 。 充 分 结 合 党 员 联

系和服务群众全覆盖，扎实做好环境整

治 、垃 圾 清 理 等 工 作 ，持 续 改 善 乡 村 风

貌和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完成户厕改

造 1.5 万 座 ，新 建 或 改 造 牲 畜 圈 舍 1.84

万余处。

乡风淳，民风正。依托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乡

村大舞台”“锅庄大联欢”“乡村大喇叭”等

特色文化活动，以乡风文明引领乡村善

治，引导村民摒弃陋习，倡树文明新风。

2023 年以来，共开展各类宣讲、实践、纪念

活动 2.8 万余场次，受教育党员群众 105 万

余人次。

如今，放眼藏东乡村，一座座村庄在

颜值与气质兼修的同时，村民的生产与生

活条件也得到同步提升，乡村正逐步成为

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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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委组织部

开展“三访”解民忧办实事

林芝市巴宜区白玛岗街道白玛岗社区

在职党员“双报到”工作取得实效

服务贴心 凝聚人心
——日喀则市夯实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自 2020 年 4 月面向公众运行以来，始终坚持“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

强党建”，推动党建与政务服务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工作优势。同时，积极引导

广大党员结合政务服务实际，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实现审批效能新突破。

图①②：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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