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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群众所想所盼 优化政务服务

年过七旬的贵溪市塘湾镇大桥村村民黎书进，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取钱要跑到七八公里外的镇上，骑电

动车来回得花半个小时。9 月底开始，他只需到村里吴

刚成超市刷 POS 机，超市负责人汪琳红就会将现金送

到他手上。

在吴刚成超市不仅能“取钱”，而且还能办理拖拉

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求职登记等 17项金融、政务服务

事项。

村民能享受到如此便捷的政务服务，得益于贵溪

市推出的“身边办”服务平台，打通了政务服务“最后一

公里”。贵溪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余进海介绍，第二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贵溪市行政审批局围绕群众办事

的难点堵点，以群众视角到村入户调研，发现居住在农

村的老人，基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网上办事，只

能依靠线下办理。

问题找得具体，方子才能开得对症。贵溪市行政

审批局选择素质较高的便利店、小卖部店主，为村民提

供助农取现、缴纳电费话费、缴纳社保等 18 项金融、政

务服务事项。余进海说：“根据村级代办点的月度办件积

分，办一件事积一分，每月按照 2 元/积分以及 15 元/天
（误工费）的标准对各代办点进行奖补。”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贵溪市在天禄镇、塘湾

镇、周坊镇、志光镇、泗沥镇、河潭镇等 6 个乡镇设立了

18 个代办点，累计为村民办理助农取现、缴纳电费话

费、缴纳社保等事项 3270件，共兑现“身边办”奖补资金

近 1.4 万元，以较低的成本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

形成了政府“赢”美誉、银行“赢”客户、群众“赢”便利、

商户“赢”口碑的“四赢”局面。

享 受 政 务 服 务 便 利 的 还 有 余 江 区 特 殊 教 育 学

校。11 月 29 日，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便民服务中

心主任张林芳带领同事来到这里，为学生们办理身份

证。“特殊教育学校有 40 多名学生，已经上门办理 20
多张身份证。窗口办事人少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学校

为剩下的学生办理身份证。”张林芳说，“即使有老师

配合，帮助学生拍照也很难，你让睁眼，他张开嘴巴；

你让抬头，他歪着脑袋……一上午也只能办理五六张

身份证。”

现场，张林芳和老师耐心指导学生拍照，守候在此

的学生家长说：“孩子们申领补贴等，都需要身份证，这

次上门服务真是方便了我们。”

“如果让学生到办证中心办理身份证，一是会耽误

其 他 办 证 人 员 时 间 ，二 是 催 促 会 给 学 生 心 理 造 成 压

力。”张林芳说。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鹰潭市公

安局余江分局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心系人民群众，不断

营造更优服务环境。他们立足高频服务事项办理，坚

持把政务服务窗口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增进民生

福祉的前沿阵地，创新政务服务便民利企措施，确保

“干的事”精准对接群众“盼的事”，真正用“服务指数”

换取群众“满意指数”。

今年 10 月，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便民服务中心

开通“全能办、全域办、一窗办、全天办、预约办”等多项

服务，治安、户政、出入境、交管等 5大类 150项公安政务

服务事项，均可在中心办理，改变了以往群众“多头跑”

的情况，让群众“只进一门、只找一窗、只问一人、只跑一

趟、一次办好”。“每天服务群众约80人次。”张林芳说。

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鹰潭市公安局余江

分局便民服务中心全力打造“全移动”上门服务，将办

证窗口搬进群众家中。前不久，刚退休的程文办理某

项保险时，需要提供自己的曾用名证明。要是放在以

前，他得跑到距离县城 40 公里外的画桥派出所办理。

现在不同了，在便民服务中心 3 分钟就办好了。程文

特地为中心送来锦旗——“便民服务有速度 为民服务

有温度”。

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

11 月 28 日下午，在余江区锦江镇中心学校，孩子

们正专心地上器乐课。跟着老师的指挥，他们吹奏起

手中的葫芦丝，将一曲《映山红》演绎得婉转悠扬。

“以前，想要给孩子们上好一堂音乐课可不容易，

现在有了‘外援’，农村的孩子可以共享这些优质课

程。”锦江镇中心学校校长周省林说，近几个月，学校开

设了架子鼓、武术等课程，很受孩子们欢迎。

教育问题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

度大。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鹰潭市不断深化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在提升办学水平、实

施教育惠民工程、办理民生实事等方面用实招、下实

功、求实效，全域一体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城

乡教育差距不断缩小，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提升。

“我们通过在系统内开展教师上户家访、设立‘校

长信箱’、召开家委会等方式，收集学生、家长关心关注

的焦点难点问题，逐一进行检视整改，全方位补齐学校

教育教学管理等各方面短板。”余江区教育体育局副局

长杨灵说。

比如，农村孩子渴望的音体美等素质教育课程，以

前因为师资问题，无法惠及所有孩子。第二批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余江区依据学科教师结构情况，统筹安排

教师跨乡镇、跨学校交流，配齐配足各学校、各学科教

师。同时，通过聘任“共享”老师、“走教”老师的形式，

让更多专业领域人员兼职从事教学工作，把更多精品

课程带到农村孩子的课堂上。

11 月 29 日，在贵溪市第二中学流口分校，十余名

来自不同学校的老师聚在一起听授课、看教案、谈体

会，共同开展四校教研联合体活动。

“今天我来这里当‘学生’，感觉收获很多。”白田中

小学音乐老师涂嘉仪说，走出校外，和其他学校老师交

流，对于提升教学水平有很大帮助。

“过去，由于城乡、区域、校际办学差距较大，导致

城区学校‘大班额’、乡村学校‘空心化’问题普遍存

在。”鹰潭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小丽说，鹰潭市

全域推进江西省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试点工

作，在每个乡（镇）高标准建设寄宿制学校，并大力推

进建立城乡教育联合体，让农村孩子从“有学上”到

“上好学”。

以贵溪市第二中学流口分校为例。一方面，该校

“上靠”贵溪市第二中学，校领导实现交叉任职，优秀教

师团队在分校带班授课；另一方面，该校“下挂”白田中

小学、河潭中小学、金沙中小学，每季度推出四校教研

联合体活动，200多名教师全部参与其中。

“这样的层层传帮带，使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实现

了‘流动’‘带动’‘联动’。”贵溪市第二中学流口分校

党委书记程伍良说。如今，贵溪市组建了 12 个教育

联合体，实现教育联合体全覆盖，努力创建更多“家门

口的好学校”。

群众满意度是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尺，只有真

正聚焦家长和学生的急难愁盼，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举措，才能将问题清单转化为主题教育的实事账单。

月湖区在优化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网点布局过程

中发现，部分家庭存在孩子接送难问题。结合第二批

主题教育，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大量调研，起草了《月湖

区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试点工作交通保障的补助

办法》。

在广泛征求部门单位、有关学校及学生家长的意

见后，月湖区将校园直通车公交运营交由江西长运鹰

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依托已开通的公交线

路进行优化。目前，全区共定制 5 条公交专线，确立了

21 个 停 靠 站 点 ，每 天 28 趟 次 ，实 现 了 月 湖 区 全 域 城

乡校园直通车 100％覆盖，让所有学生均可免费乘车

上学。

“对于师生的急难愁盼，以及影响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问题，我们将主动沟通对接，确保上下统筹联动、同

向发力，打通堵点难点，为师生纾困解难。”陈小丽表

示，同时，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将好做

法好经验以制度形式规范固定下来，构建形成操作性

强的制度体系，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合力办好“民生小事”解民纷止民争

11 月 29 日，居住在贵溪市志光镇塔桥村的翁某

录，来到贵溪市人民法院周淑琴工作室向法官致谢。

翁某录和其子翁某方因为赡养问题产生矛盾纠纷，经

过法官的释法析理和耐心劝解，最终父子双方冰释前

嫌，达成调解协议。

矛盾纠纷无小事。贵溪市委政法委积极探索家事

纠纷调处化解模式，搭建家事纠纷线上多元矛盾化解

平台，创新研发了以全国优秀法官、贵溪市人民法院泗

沥法庭庭长周淑琴名字命名的“淑琴”解纷码小程序，

实现“一码申请、一码受理、一码分流、一码解纷、一码

立案”。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贵溪市委政法委通过

调研发现，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推进社会基层治理，仅

仅依靠“淑琴”解纷码小程序还不够，需要整合政法、乡

镇党委以及相关单位的多方力量。

迎着矛盾和问题开展调研，通过调研找到破解难

题的方法和路径，贵溪市委政法委立足“淑琴”解纷码，

整合镇、村基层“微网格”力量，构建法院与乡镇（街道）

和村（社区）综治中心资源共享、整体联动的基层矛盾

解纷体系。周淑琴说，贵溪市人民法院联合乡镇和公

安、检察、司法等单位以及家事特邀调解员、琴姐姐家

事帮帮团等社会力量，推进基层平安建设。9 月以来，

贵溪市人民法院通过“淑琴”解纷码受理家事纠纷 270
件，其中六成案件诉前调解成功，参与调解的乡镇干

部、政法工作人员以及特邀调解员等超过 300 人，推动

实现解纷力量下沉、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贵溪市做加法，余江区则做减法。鹰潭市余江区

委政法委综治督导相关负责人彭佳荣告诉记者，“余江

大嫂”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人头熟、情况明的优势，利

用上门拉家常、村头巷尾开闲会的机会，排查村（居）民

之间的矛盾纠纷，将矛盾纠纷摸排化解触角延伸到基

层“最末梢”。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余江区委政法委通过

调研发现，“余江大嫂”队伍中部分人员存在能力、素质

不够高的问题，不能准确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余

江区委政法委立行立改，对“余江大嫂”队伍进行“瘦

身”，留下热心并擅长做基层工作的人，2000 多名“余江

大嫂”精减到 1300多名。同时，设立“余江大嫂”志愿服

务的积分奖励机制，对“余江大嫂”摸排矛盾、成功调处

进行积分，年底开展总结奖励，从而激励志愿者们更好

地 服 务 群 众 。 截 至 目 前 ，共 排 查 各 类 基 层 矛 盾 纠 纷

1023 条，化解 966 条，发挥了“余江大嫂”在维护平安和

谐中“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在余江区特殊教育学校为学生办理身份证。

11 月 29 日，在贵溪市人民法院周淑琴工作室，周

淑琴（左二）正在调解矛盾。

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道磷肥厂社区老年人生活

丰富多彩。

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零星地，以及绿地、广
场、人防等现有设施场地，新增各类公共停车位
2598个，解决群众停车难问题；持续推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续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29
所，新增学位1.6万余个，解决学生就近入学难
问题……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鹰潭市月湖
区、余江区、贵溪市等主题教育单位广大党员干
部，坚持“心入”群众、“眼入”基层、“身入”一线，
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推动调查研究“接地
气”。同时，注重把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统一，
在充分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基础上，聚
焦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及时分类梳理汇
总，抓好突出问题的整改整治，实实在在办好惠
民利民实事。

9

鹰潭市月湖区、余江区、贵溪市等主题教育单位注重把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统一，充分
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实实在在办好惠民利民实事——

调查研究见行动 检视整改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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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 2828日日，，在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中心学校在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中心学校，，孩子们正认真地上武术课孩子们正认真地上武术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