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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4日，上栗县在金山镇宝华工业社区，

投放 500辆共享电动单车，方便企业职工出行。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萍乡市各
主题教育单位把“四下基层”作为主要抓
手，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建强“贴心
网”，深入一线争当“贴心人”，扎根一线办
好“贴心事”，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
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其中，萍乡市湘东
区、莲花县、上栗县、芦溪县广大党员干部
在一线觅良策，在一线显担当，在一线惠民
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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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提升 老旧小区展新颜

12 月 11 日，经历一阵冬雨，湘东区峡山口街道滨河社

区的篮球场，显得格外艳丽。谈起篮球场的变化，滨河社

区党支部书记文利勤有话说：“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湘东区各职能部门倾听民生诉求，解决了群众‘争地

盘’难题。”

滨河社区是湘东区最早的商品房小区之一，有 644
户居民。去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时，滨江社区在一块空

地浇筑水泥建设了开放式篮球场。谁知没过多久，附近

楼栋的居民把这里当作停车场，让篮球场成了“摆设”，社

区和物业公司多次联合整改都无济于事。文利勤说：“我

们在篮球场周围摆满石墩，阻止居民停车，可没两三天石

墩又被居民移走了。”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湘东区坚持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湘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导班子成员在滨河

社区调研走访、座谈交流时，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不约而

同提出篮球场遭遇“你争我夺”。

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湘东区住建局用一个月

的时间，将开放式水泥篮球场改造成了半封闭式新型塑

胶篮球场，还在球场内添加了多条石凳。

“细微之处见实效！”谈起小区最近的变化，滨河社区

居民如数家珍，“电动车有了停车棚，院子里有了集中统

一晾晒区……”

文利勤介绍，减少了停车位，势必造成小区拥堵，湘

东区住建部门利用空地新增了 240 个环保停车位，以满足

居民停车需求，解决老旧小区改造遗留的疑难杂症。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湘东区组织网格员深入

居民家中，和居民面对面沟通，掌握群众所思所盼，分类

施策。通过收集民情民意，湘东区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方面集中攻坚，有效解决了下水管、沥青路面等基础设施

落后问题，也集中增设了一批“软服务”项目，让改造后的

老旧小区文化活动更丰富。

峡山口街道新民社区就是受益者之一。12 月 10 日是

周末，新民社区在城市驿站举办了一场“以花为邻、悦享

生活”插花活动，现场氛围活跃又温馨。

马静是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她

告诉记者：“改造前的城市驿站，功能简单，只能看书读

报、看看电视、打打牌，无法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找准问题，靶向施策。10 月，湘东区住建部门在城市

驿站增设了儿童游乐、爱心超市、周末课堂等板块。新民

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建华说：“改造后的城市驿站可供老中

青幼四代人休闲娱乐，社区每月都会策划一场活动，参与

人数爆满，大家都称这是‘第二个家’。”

湘东区住建局党组成员、住房保障中心主任陈宝林说，

为解决老旧小区居民活动无阵地、议事无场所、服务无配

套的问题，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湘东区进一步补齐

居住小区短板、完善小区功能、增强小区活力，让老旧小

区“颜值”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便民服务 打通“最后一米”

“把政府‘搬’进村，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这是莲

花县南岭乡塘边村龚全珍工作室门口的鲜红标语，也是莲

花县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服务百姓群众的真实写照。

塘边村原是南岭乡政府所在地，前些年乡政府搬到

距离塘边村五六公里的地方办公，南岭乡便民服务中心

也随之搬迁。南岭乡相关负责人甘惠艳称：“在第二批主

题教育开展过程中，我们走访群众时，不少群众反映便民

服务中心不便民。”

“一年两次低保年审，骑电动车来回差不多需要一个

小时。”湾源村村民刘海兵说。

“跑乡里的便民服务中心更换新的残疾证，需要走

319 国道，路上都是大货车、大客车，我们身体不便的人骑

电动车很不安全。”四桂村村民彭新华说。

湾源村、四桂村是距离南岭乡便民服务中心最远的

两个村，但距离塘边村较近。虽然南岭乡政府搬迁到了

新址，集市却保留在塘边村。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莲花

县把群众的“身边事”当作“心头事”，在塘边村“再造一个

便民服务中心”，选择集市附近的塘边村党群服务中心设

立龚全珍工作室。“对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改造，配

备电脑、对接内网……10 月，龚全珍工作室开始为群众办

事。”南岭乡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贺晓莲说，“逢赶集日，哪

怕这几天是节假日，我们都会抽调骨干到龚全珍工作室

办公，工作室与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等职能，可为群众办

理 76项民生实事。”

12 月 14 日，农历十一月初二，是南岭乡村民赶集的日

子。刘海兵赶完集便来到塘边村龚全珍工作室，办理低

保年审，他说：“办事不绕路，现在方便多了。”

在莲花县，不仅有线下龚全珍工作室，还有云上龚全

珍工作室。莲花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刘梨果说：“云上龚

全珍工作室上半年开通试运行之后，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调研时，我们专门走访了 13 个乡镇，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是，云上龚全珍工作室可办理事项不多，村里留守老人识

字不多，每次还要专门写委托书，村里帮代办专员才帮忙

代办，很麻烦！”

注重“小切口”，实打实解难题。莲花县政务服务中

心优化线上服务平台——云上龚全珍工作室，开发了帮

办人脸识别系统，需要办理业务的老年人完成人脸识别，

各村的帮代办专员便可按照步骤帮其办理业务，不需要

提供委托书。同时，办理事项也由原来的社保、医保等为

数不多的高频事项，扩展到目前的 27项。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莲花县依托龚全珍工作

室，不断完善服务机制，提高群众满意度、幸福感。“云上

龚全珍工作室正持续升级，11 月底，在外省工作的莲花籍

群众也可通过平台代办业务。”刘梨果说。

莲花县路口镇阳春村村民蔡小平、贺金婷夫妻俩在

外省务工，需要更新到期的社保卡，他们通过云上龚全珍

工作室线上帮代办专区，上传资料提交代办申请，不到一

天时间就办好了新的社保卡，莲花县政务服务中心还免

费将社保卡邮寄到他们手上。蔡 小 平 通 过 云 上 龚 全 珍

工作室线上帮代办专区，向帮代办专员户倩云发来 6 个

字——“感谢！感谢！感谢！”

社区管理 第一时间解难题

上栗县赣湘合作产业园聚集了 150 余家企业，有职工

3 万余人。今年 5 月，上栗县在这里成立了金山镇宝华工

业社区。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上栗县依托“群众贴心人”

“屋场贴心会”等平台，收集社情民意，及时解决群众的烦心

事、揪心事。宝华工业社区企业职工反映最为集中的是：深

夜上下班，公交车无法满足夜班职工出行需求。

上栗县以群众关注为焦点，把提高群众满意度作为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积极协调上栗县城市社

区管委会、县交通运输局、县城市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

商讨解决宝华工业社区企业职工出行难题。

“对接之后，5条公交路线进行延伸拓展，10月初，还引

进人民出行和中国铁塔两家公司，在园区及其周边设立了

40 个共享电动单车点位，投放 500 辆共享电动单车，方便

企业职工出行。”宝华工业社区党支部书记崔远生说。

谢良花作为赣湘合作产业园的老员工，深有感触：

“现在出门扫码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谢良花还说，她

以前拿个快递，步行需要 20 多分钟，现在有了共享电动单

车，来回只要 5分钟。

4 月，上栗镇滨河社区栗景山河小区因物业公司离

场，处于无人管理阶段，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偷盗现象频

发，小区居民为此头疼不已。滨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刘露

坦言：“当时小区的设施破坏严重，需要新物业公司接手

后重新完善基础设施，投入金额较大，一般物业公司都不

愿接手。”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上栗县把办好“群众贴心

事”、当好“群众贴心人”，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村（居）小组为单位，设立 2499 个贴心网格，聘任

2499 名 村（居）民 小 组 长 为 贴 心 网 格 员 ，发 挥 他 们 在 矛

盾纠纷调解、社情民意收集、服务代办帮办等方面的作

用，实现基层治理领域“信息全掌握、服务无遗漏、责任

全覆盖”。

10 月，滨河社区将摸底上来的问题积极上报，上栗县

住建部门对症下药，组织网格员入户上门收缴物业费。

“当时，很多人不愿意缴纳物业费。网格员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磨破了嘴皮才收缴上拖欠的物业费。”刘露说，随

后多方沟通引进了新物业公司。

新物业公司一入场，便新建电动单车充电桩、安装智

能门禁、监控探头等设施，实行人车分流，解决了乱停乱

放等问题。居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缴纳物业费不再拖

拉，小区管理形成了良性循环。“现在，小区环境整洁，健

身器材、路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视频监控让偷盗现象

大大减少，我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了。”社区居民江飞鹭高

兴地说，“拖了几个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真是实实在在

服务了群众！”

教育公平 让孩子“上好学”

12 月 12 日上午，芦溪县宣风镇桥头村幼儿园园长刘

溪，拿着 4本绘本向记者介绍：“这是刚增加的绘本，有人文

历史、经典故事、科普知识等，孩子们很感兴趣。”

此前，桥头村幼儿园按照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

要求，为每名幼儿配备了教育部推荐的 6 册儿童绘本。刘

溪说：“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

南》，每名儿童需要配备 10册及以上绘本。”

“如果不配备齐，遇到质量评估就难达标；如果配齐

的话，需要向家长收绘本费。”面对芦溪县教育局调研组，

刘溪道出了“两难”。

聚焦微小事，解民生难题。芦溪县教育局从“为幼儿

带来更好更优的教育”角度出发，投入 5 万元为桥头村幼

儿园添置了绘本，还为幼儿园新添了 36 种户外游戏材料、

62 种户外游戏设施。芦溪县教育局二级主任科员黄祝华

说：“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针对幼儿园急需办理的，

我们急事急办，全力服务学前教育，让每名幼儿享受到优

质的学前教育。”

为实现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特殊教育均

衡发展，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芦溪县教育部门将“办公

桌”搬进问题现场，在一线解决问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学校详细了解办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他们梳理特

殊学校问题后，发现不少家长希望孩子毕业时，有一技之

长、一技之能，在社会上能有立足之地。

芦溪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刘小清说：“几次交流探讨

后，发现学校美术特长生多，为何不立足芦溪县电瓷产业

开设课程呢？”

芦溪县教育部门以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为契机，把

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实效。芦溪县教育局一级

主任科员贺明贤说：“芦溪县教育局立即拨付资金购买窑

炉，打造陶艺室，并请景德镇陶瓷大学专业教师到学校开

展培训。”

12 日下午，芦溪县特殊教育学校 6 名学生正在教师的

指导下拉坯、上釉、装窑。各层楼分门别类摆放着学生们

创作的陶艺作品、黏土作品、绘画作品等。

“学生多是听障儿童，但心灵手巧，对学习陶艺兴致

很高，陶艺班开办不到一个月，创作的作品便灵动有趣。

今后，找个‘饭碗’没有问题！”刘小清看着陶艺室琳琅满

目的陶艺作品，信心满满。

萍乡市湘东区、莲花县、上栗县、芦溪县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坚持在一线
觅良策、显担当、惠民生——

争当“贴心人”办好“贴心事”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余红举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进文 张海光 实习生 周 源 萍乡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陈雨婷

12 月 14 日，莲花县南岭乡塘边村龚全珍工

作室，帮代办专员正在帮群众办理业务。

12 月 12 日，芦溪县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在

指导学生进行美术创作。

12 月 11 日，萍乡市湘东区新民社区居民在

城市驿站阅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