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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晚上走这条路，黑灯瞎火的，骑

着摩托车得瞪大眼睛看路，现在路灯

一亮，心里踏实多了！”阿拉尔村牧民

通格力格站在新安装的路灯下，望着

远处草原度假村方向亮起的一片灯

火，脸上满是笑容。近日，随着最后

一盏路灯调试完毕，阿拉尔村主干道

上的 266 盏太阳能路灯全部投入使

用，不仅解决了牧民夜间出行难题，

更给村里的发展“点亮”了新希望。

近年来，阿拉尔村依托独特的草

原风光和民俗文化，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业，文化草原度假村成为村里的

“金名片”，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前

来欣赏草原风光。然而，作为连接村

子与外界的主要通道，长达 8 公里的

主干道长期以来没有安装路灯，成了

牧民心中的“暗夜梗阻”。

阿拉尔村党支部书记爱德木告

诉记者：“这条主干道是牧民出行的

必经之路，大家多次向我反映没有路

灯的问题，再加上村里这两年发展旅

游业，没有路灯严重制约了发展。于

是，我向镇上反映了这个情况，经过

多方努力，现在路灯终于安装好了，

一下子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大家都

很高兴。”

群众的呼声，就是村“两委”工作

的方向。阿拉尔村党支部切实从群

众利益出发，针对村民进出“摸黑”的

问题，立即组织村“两委”召开座谈会

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并着手开展调查，

积极申请项目资金，并广泛征求牧民

意见建议，就安装路灯的路段、位置、

角度、数量、规格型号等进行多次商

讨。针对草原冻土广布、传统电网铺

设成本高的难题，创新采用了“太阳

能路灯+智能光控”方案。“这个项目

是阿拉尔村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

为满足老百姓夜间出行需求，我们从

财政局争取农村综改资金 248 万元，

修建了 266 盏路灯，覆盖 8 公里范围，

解决了大家的实际困难，得到了群众

的好评。”郭勒木德镇副镇长王书谊

介绍道。

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施工，一盏

盏崭新的路灯沿着阿拉尔村主干道

依次矗立，洁白的灯杆在草原暮色中

格外醒目。每当夜幕降临，白色的灯

光亮起，如同一条“星光长廊”，将道

路映照得清清楚楚。这整齐的路灯

不仅照亮了牧民回家的路，更照亮了

大家的致富信心。

路灯亮了，变化立竿见影。“阿拉

尔村让来游玩的客人，夜间回家更加

安全了。现在是旅游旺季，尤其是到

了晚上，路灯一开，草原上特别美，客

人也常常游玩到夜晚才回去。”听风

者露营基地负责人道尔吉说。

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了乡村的

夜，更温暖了群众的心。爱德木表示：

“群众的‘急难愁盼’再小也是大事。阿

拉尔村的路灯工程，是践行‘为民服务’

宗旨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会继

续聚焦群众需求，从一件件具体的实

事做起，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

众，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阿拉尔村266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

□ 文/图 记者 冯伟

“书记，咱村那条小路坑坑洼洼，

能修修不？”7 月 9 日下午，黄河路街道

河东社区三连的一处巷道里，十几张小

马扎围成一圈，居民坐在一起你一言我

一语，把心里的事儿一股脑说了出来。

这不是普通的闲聊，而是河东社区“流

动会议室”的现场。 没有主席台、没有

讲话稿，只有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的政策

手册、民情记录本和一肚子想给大伙说

的好政策。

辖区居民居住分散，有些政策不

能及时知晓，平时开个会、讲个政策，总

有人赶不上。社区书记才吉卓玛说：

“政策再好，到不了群众耳朵里、心坎

里，那也是白搭。”

为了让惠民政策“长腿”跑到居民

身边，河东社区秉持“解民意、话家常”

的理念，拉上垦兴河东公司的队长、志

愿者，组建了一支“流动会议”小队，带

着宣传册和民情记录本，哪儿人多就往

哪儿去——枸杞地、大树下、小院里、巷

道里，都是他们的“会议室”。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聊家常”的方

式，把医保报销比例、社会救助申请条

件掰碎了讲，“大家记不住没关系，就

记着有困难找社区，符合条件的一个

都不漏”。

两小时的“聊家常”，不仅把殡葬

服务、养老补贴等政策讲得明明白白，

还记下了不少“民声”……同时，居民还

提供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矛盾纠纷

调解等信息，社区工作人员能当场解

答的立即回应，需后续处理的，都分别

明确了责任人和解决时限。这种“接

地气”的方式，让居民放下顾虑，主动

聊需求、问政策，架起了社区与居民沟

通的“连心桥”，确保“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

“政策文件看不懂，马上要开始采

摘枸杞了，地里太忙了没时间去社区，

现在人家上门来讲政策，还听我们反映

问题，现在社区工作越做越细致了。”

刚听完医保政策宣讲的刘玉花笑得眯

起眼。除了线下面对面，社区还把政策

解读制作成短视频，发到居民微信群

里，实行线上讲政策。“年轻人刷手机，

老年人听现场讲，都不耽误。”社区工作

人员马海兰说。

“流动会议室”，不仅让惠民政策

从“纸上”走进“群众心里”，还通过面对

面交流收集民情建议，为社区精准落实

政策、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现了“宣传政策、了解民意、温暖民

心”的多重成效。黄河路街道河东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关注居民需

求，不断创新服务形式，让惠民政策真

正落地生根，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流动会议室”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去

（上接一版）反复碾压，出现多处路面坑

洼、龟裂、沉陷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

让村民驾车颠簸、骑行难稳，更在夜间

或雨天埋下车辆侧翻、行人滑倒的安

全隐患。乡党委政府坚持问题导向，

立即将道路修复列入“为民办实事”清

单，迅速组织力量对全乡破损路面进

行全面排查统计，并第一时间形成报

告上报市交通运输局，积极争取道路

修复资金支持。经过紧张施工，全长

270 米的小康路完成“焕新”，原本坑洼

不平的道路变得平坦宽阔，不仅提升了

通行效率，更让乡村“颜值”与“气质”双

提升。对外卖小哥马吉明来说，时间就

是工作效率。在日常送餐时，他发现很

多小区门口的楼体指引不明确，部分楼

体、单元编号看不清楚，给他们的工作

带来了许多不便。在市住建局组织召

开的开门纳谏座谈会上，马吉明将这一

问题向住建部门反映，市住建局工作

人员随即通过现场沟通、走访站点等

方式，对全市 128 家物管小区进行排

查，对存在标号标识不清的重新标注，

切实解决外卖骑手送餐不便、配送效

率低等问题。

开门见效，持续改进转作风

“开门教育”的落脚点是建立“群

众监督—干部整改—群众满意”的常态

化机制。市数据局党组强化服务创新，

依托青海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推出

“餐饮一件事”“残疾人服务一件事”“企

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等集成服务，2025

年第一季度累计办理“高效办成一件

事”业务 949 件、群众平均办事时限缩

短 65%。

为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我市生态环

境部门打破常规审批模式，通过全流程

优化、多环节提速，为企业量身定制服

务方案。在项目环评阶段，不仅提前介

入指导报告编制，还组织专家团队对项

目进行“靶向诊断”，精准指出问题并提

出整改建议。昆仑路街道博爱巷社区

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

深入辖区开展“流动小桌办实事 暖心

茶话聚民心”活动，通过搭建移动议事

平台，把政策宣讲、民意收集、矛盾调解

等搬到居民家门口，以“面对面”“心贴

心”的沟通方式，认真倾听每一条诉求，

并逐一记录。同时，针对有关疑问现场

答疑解惑，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当场

协调物业处理；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逐

一登记在册，形成问题清单，明确责任

人和整改期限，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着落。自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单位各部

门通过上门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共

征集群众意见建议 300 余条。截至目

前，已整改完成 215条。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开门教

育”成果，以“开门纳谏”的坦诚听民意、

以“动真碰硬”的担当解民忧、以“久久

为功”的韧劲受监督，将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心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