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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八一社区党委
>>>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八一社区

党委紧紧围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的总要求，以“三有三学

三到位”工作机制，全方位推动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

突出“三有”一体推进。坚持科

学谋划，统筹安排，有力推进，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实效。一是有详细计

划。聚焦主题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

务，围绕“多方面同步开展学习、多举

措推动干事创业、多维度抓好检视整

改”三个方面，坚持全面学和重点学

相结合，及时制定学习计划及学习清

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把

党的创新理论学深、学透。二是有丰

富载体。依托“将军楼公园”“公路文

化展示馆”“部队团史馆”等红色教育

资源，用好“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

“青海党建”“海西党建”以及“双拥共

建长廊”等载体，通过集中交流学、现

场观摩学、书记党课学、送学上门学，

联合辖区共驻共建单位党组织开展

现场观摩学习 7 次。三是有结合途

径。始终把主题教育同基层党建“六

个一”工作要求相结合，同城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五优五提”工程相结

合，同“五彩八一”党建品牌相结合，

持续推行“365”工作法，扎实开展为

民办实事活动，截至目前，开展走访

慰问、上门服务、环卫整治等共建服

务活动 26次。

紧盯“三学”入脑入心。把学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贯穿始终，在真

学真懂真信上下实功、出实招。一是

以上率下抓“领学”。社区党委充分发

挥“头雁效应”，带头制定自学计划、

带头参加集中学习、带头领学带学、带

头专题研讨、带头联系实际“研学”，

既谈学习感悟，又谈工作思路，做到以

学促进、共同提高。其间，社区党委组

织集中学习 13次、专题研讨 6次、书记

讲党课 1次、班子成员讲微党课 2次、

邀请街道联点领导赴社区讲党课 1
次。二是辐射带动抓“联学”。充分发

挥社区“大党委”作用，建立共建单位

党组织和“中心社区”学习联动机制，

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形式，联合

辖区共驻共建党组织开展“支部联学”

4次、“中心社区”联学联建 1次，达到

了联学联建筑堡垒、共学共建促发展

的目的。三是分类施策抓“促学”。结

合辖区老党员多、少数民族党员多的

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针对年

老体弱党员，通过开展送学上门、结对

帮学、推送“有声书”等形式“指导

学”；针对少数民族党员，及时发放蒙

文版、藏文版学习资料“引导学”。其

间，发放蒙藏少数民族文字版学习资

料 20份，结对帮学 8人次。

注重“三到位”贯穿始终。把检

视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坚持问

题导向，切实做到出实招、解民忧。

一是检视整改到位。在深化学习的

基础上，统筹推进检视整改，把问题

整改贯穿始终，通过召开支委会、党

员大会、党内外群众座谈会等形式扎

实开展“建言献策”“开门找问题”等

活动 3次，广泛征求社区居民、党员意

见建议 4条，引领社区党员听民意、访

民情、出实招、解民忧，下大力气解决

各类问题，切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

“成效清单”，先后检视查摆问题 5个，

已全部完成整改销号。二是兴办实

事到位。结合入户走访、征求意见、

座谈交流等形式，扎实开展“我的岗

位我负责，我在岗位请放心”岗位建

功立业活动和“为民办事在一线，化

解民忧零距离”承诺践诺活动，引导

社区党员在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推

动社区发展中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忠诚履职担当、积极主动作为。截至

目前，共签订为民办实事承诺践诺书

15 份，认领“微心愿”15 个，解决居民

困难需求 10 件。三是宣传引导到

位。依托“网格+小区党支部”模式，

为辖区 19名年老体弱党员上门送“红

色大礼包”，确保行动不便等特殊群

体党员“不缺课”“不漏学”。针对流

动党员，进一步摸清底数，建立健全

信息台账，制定《社区在职党员联系

流动党员任务分工表》，定期以电话、

微信等形式回访了解流动党员学习

动向，提醒其主动向所在地党组织报

到，并通过采取“线上”推送理论文

章、“线下”邮寄“红色包裹”等形式，

加强对流动党员的学习宣传教育。

截至目前，共为 53名流出党员“线上”

推送学习内容 120余条，邮寄“红色包

裹”27 份；及时督促 8 名流入党员向

社区党支部报到参加党内组织生活。

“三有三学三到位”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市林草局党组
>>>

创新举措 提升林草工作整体水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林草局党

组紧密结合自身主责主业，切实推进

调查研究、干事创业等重点方面，依

托创新举措，扎实提升全市林草工作

整体水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检

验主题教育总体成效。

依托调查研究，摸清产业情况。

为加快全市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建

设严格的枸杞产业保护体系及高效的

枸杞产业经济体系，努力把“小枸杞”

打造成生态、绿色、富民的现代化“大

产业”，深入梳理枸杞分布现状、摸清

家底，探究格尔木枸杞产业发展瓶颈，

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延伸

枸杞种植业产业链条，构建具有影响

力的品牌体系。市林草局党组成立专

题调研组，全面展开枸杞样地及枸杞

企业分布情况调查工作，与重点枸杞

企业、合作社、技术人员交流，通过实

地走访、座谈交流、查阅资料、走访农

户、现场调研等形式，对我市枸杞产业

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度调研，形成了《格

尔木市枸杞产业现状分析及研究调研

报告》，为全市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发展思路和举措。

坚持干事创业，解决群众难题。

持续深化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任务，拓

宽联点村（乌图美仁乡幸福村）枸杞

产业销售渠道，局党组牵头联系有意

向助力乡村振兴并愿意帮助收购枸

杞的青海千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助

力农企达成帮扶群众枸杞收购事宜，

并于 12 月 19 日签订乡村振兴枸杞收

购帮扶合作协议，助力联点村早日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同时，在为民

惠民方面出实招硬招，为全市各单位

免费提供苗木 1.07 万棵，向幸福村提

供枸杞采摘框及过冬取暖大煤等物

资折合人民币 9350余元，为五家枸杞

公司免费发放石硫合剂 2.05 万公斤，

协助开发区、苏弥山庄等地开展病虫

害防治工作。

创新工作举措，推深做实“林

（草）长制”。创新探索“林（草）长＋

助力林（草）长”制，充分发挥公安、检

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建立“林（草）长+
检察长+警长”协作工作机制和“林

（草）长制＋河（湖）长制”联动机制，

挂牌成立“林（草）长+检察长+警长”

警务室，探索检察监督与刑事司法、

行政监管共同加强林草生态保护治

理的新路径，实现林草湿生态资源一

体化管理和保护。建立“林（草）长+
消防”机制助力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签订森林草原灭火救援联勤联动

协议，成立森林草原灭火救援战勤保

障中心，与消防部门共享防火储备物

资库，通过信息共享、物资共享、协同

作战，增强火灾监测预警能力。建立

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助力资源保护，

优化调整各级林（草）长，完善格尔木

市林草湿生态资源网格化管理责任

体系表，划分林草湿地责任区域，明

确各级林（草）长职责，131 名林（草）

长“入网入格”，全力确保每片林草湿

地都有人管、有人巡，织密扎牢全市

林草湿生态资源保护网，构建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