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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日报记者 吴婷婷 李颖红

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唤醒了沉睡

的大地。德令哈市河西街道甘南村驻

村第一书记赵有财匆匆洗漱完毕，走进

村委会，瞅了眼昨晚写下的今日行程，

夹上笔记本出发了。

沉到基层一线、走到群众身边，才

能听到细微的诉求。赵有财自 2023 年

7月驻村以来，主动加入网格微信群，倾

听村民碰到的问题难事、家长里短、发

展的意见建议，全方位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进而多渠道调配社会各方力量，

汇聚对策、为民排忧。

眼下，甘南村打造了德令哈南旭农

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红领物业·

宜居甘南”党建模式、“五心四化”红色

物业阵营，助推两新组织与物业管理

深度融合。“九号楼的楼道灯坏了，麻

烦换一下吧！”在甘南村业主咨询群

里，收到业主的诉求后，物业工作人员

便拿着工具前往楼道维修，得到业主

的一致好评。

村民李德全说：“小区环境越来越

好了，楼道灯坏了，给物业一反映，他们

马上就派人过来修，在这样的小区里住

着，我们感觉很舒服。”

赵有财把居民的“烦心事”办成

“安心事”。为了尽快适应新环境，到甘

南村的第一天，他就和工作队的队员一

起，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深入村民家中

访寒问暖。他说：“心中有数，工作才能

有思路。”赵有财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记着每家的基本情况。

在德令哈市驻村干部便民服务联

系卡上详细写着驻村干部姓名、职务和

联系电话，方便村民及时反映问题。“卡

上有我们驻村干部的详细联系方式，有

什么事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会竭尽所

能帮你们解决问题。”一句句话语，温暖

了群众的心。

“书记，我这个助听器听不清楚

了！”

“别着急，我帮你看看。”

“是电池没电了，我帮你换个电

池，你再听听看。”

“好了！现在能听见了。”

入户时，赵有财了解到村民井含胜

不慎导致听力受损，2023 年 9 月，驻村

工作队协调为其配备了一台助听器，戴

上助听器后，他能和大家正常交流了。

井含胜说：“戴上这个耳机比以前

听得清楚了，在人多的地方聊天，以前

听不见，现在可以听见其他人说话了，

特别感谢驻村工作队员们对我的关心

和帮助。”

想，都是问题；干，才有答案。驻

村半年来，赵有财已习惯于在田间地头

中穿行、在村民家中奔走、在追星逐月

中奋斗。他用满腔的热血、炽热的真情

解锁着驻村“秘笈”。

了解到村民尚大宏因肢体不便，一

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023 年 11 月，

驻村工作队帮尚大宏找了一份在海西

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的相关

工作，每个月能拿上工资，让尚大宏喜

出望外。

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增

收成为赵有财和驻村工作队员们需要

攻克的难题。赵有财说：“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驻村工作队将与村两委，紧紧

围绕‘五大’振兴，着力谋划产业发展项

目，新建新型文化产业农业传媒公司，

提升牦牛养殖产业，巩固农民工技能培

训中心，切实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辐

射带动城中村共同发展。”

如今，赵有财和他带领的驻村工作

队从“外来客”变成了“自家人”，和甘南

村村民的关系迅速“升温”，他也从“门

外汉”变成了“内行人”。

用真心换“振兴”
——记德令哈市河西街道甘南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有财

柴达木日报讯（通讯员 柴

组轩）大柴旦工委紧扣基层党员

教育多元需求，注重在党员教育

的党性修养、党员培训、因材施

教、保障管理上综合发力，切实

巩固和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工作

质效。

建强线上平台，开启远程管

理模式。推行智慧党建，上线

“大柴旦党建智慧云”平台，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实现党

员动态管理、党费收缴、组织关

系接转等基础工作的智能化、现

代化和网络化，通过在线管理、

智能分析实现对基层党建的动

态跟踪和针对性管理。

用好线下平台，开启现场教

学模式。用好用活区内资源，充

分借助区外平台，按需开展“固

定学习”“现场教学”，组织 13 批

次 250名领导干部赴格尔木市将

军楼公园、柴达木监狱、巴隆乡

“昆仑铁骑”等教育基地开展现

场化、情景式体验学习和红色教

育活动。

利用实践平台，开启融合实

践模式。落实党员“双报到”，组

织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农牧民

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等志愿服务

活动，按照“居民点单、社区下单、职能部门

接单”的服务模式，各基层党组织结合自身

职责，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现场办公，办理群众“微心愿”、急难

愁盼事项。

□ 柴达木日报记者 田格斯

通讯员 茫宣

干部迈开步子听民声、面向群

众传党音、沉下身子知民情是主题

教育成果实现的重要一步。自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茫崖市坚持把察民

情、访民意、问民需作为为民办实事

的前提和基础，切实把实事办好、好

事办实，以群众满意度检验主题教

育成色成效。

身为基层工作人员，就要深入

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近日，茫崖

市市委书记在走访牧民那日斯时

说：“我们要洞察群众实情，就必须

接‘地气’，深入到牧民草场、房前屋

后，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从细微处了

解基层和群众的真实状况。”

一段时期以来，茫崖市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推动民生工作走

深走实。搭乘“全国劳动人事争议

在线调解平台”“12345 政务服务热

线”、主题教育征求意见箱等“快车

道”，让群众有一个写下“烦心事忧

心事”的渠道，收集过去“跑一趟不

值，不跑路难受”的小问题。同时，

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

民生领域短板弱项，不断增强可及

可感的民生福祉，使调研过程成为

密切联系群众、破解发展难题、推动

担当实干的过程。

主题教育成效如何，民生问题

的解决是重要标尺。茫崖市将“民

有所呼”化为“我有所应”，推动主题

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在调研过程中

关注到牛羊出栏销售难的问题，第

一时间安排市农牧水利和乡村振兴

局完成秋季动物免疫任务，保证牛、

羊等各类畜禽免疫密度达 100%。同

时与新疆若羌县及都兰县、德令哈

市等地的收购企业建立联系，拓宽

销售渠道，切实解决牧民群众的“关

键小事”。

连日来，茫崖市各基层党组织

从化解基层矛盾小切口入手，以小

切口解决大问题，通过召开座谈会、

意见征求箱、“板凳会”“在职党员入

社区”等方式针对辖区环境、民生保

障、文体生活、治安状况、医疗卫生

等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第一时

间为群众排忧解难，积极将“群众找

进门”转变为“服务送上门”，增强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截至

目前，各基层党支部采取自己查、上

级点、下沉找的方式收集群众意见

建议、急难愁盼问题 247 个，解决

185个。

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社会和

谐稳定，关乎老百姓生活质量和幸

福指数。“工资要回来了，我也能带

着老婆孩子回家好好过个年了。”刚

拿到工资的职工脸上是藏不住的欣

喜与欢乐。不久前，茫崖市人社局

通过加装欠薪投诉举报电话、印制

投诉举报宣传品，在新媒体平台公

布投诉举报电话等方式不断畅通农

民工维权投诉渠道，同时制定《茫崖

市根治欠薪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关

于开展“合力攻坚，防范化解欠薪问

题”专项行动方案》，将欠薪隐患和

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茫崖市

上下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

合，把建章立制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做到边实践、边总结、边提升，将

主题教育中为民办实事的好做法、

好经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截至

目前，修改制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制度》《茫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次性

告知制度》，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腿、

群众少跑路”的良好效果。

茫崖市将持续完善“为民办实

事”成效评估和方法总结长效机制，

真正做到民思我想、民需我做、民求

我应、民困我帮，把“问题清单”变为

“服务菜单”、把“问题清单”变为“幸

福指数”、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

答卷”，用暖民心的“温度”检验主题

教育深度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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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记者 吴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