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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潮

□本报记者 安寅东

夏风吹拂，兴安盟突泉县九龙乡新风
村村民周建民家院里的玉米叶沙沙作响。

“这2亩鲜食玉米过几个月就能收入
3500元。”周建民盘算着今年的收成，脸上
露出了难掩的喜悦之情。“多亏包村干部
帮我联系到突泉县佳禾食品有限公司，签
订了回收订单，玉米成熟后，回收车就直
接开到家门口。”周建民说。

九龙乡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目标，引导
农民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积极
种植鲜食玉米，发展最接地气的庭院经
济。今年，新风村58户村民共种植鲜食玉
米160亩。

“鲜食玉米种植方法简单，产量高、收
益好，就是需要找销路。”新风村包村干部
高浩说。当他得知突泉县佳禾食品有限
公司的鲜食玉米加工项目落户九龙乡后，

第一时间与该公司取得联系，为村民争取
到了玉米回收订单。

该项目 5 月 28 日开工建设，建有
2000平方米保鲜库和速冻库各1座、500
平方米加工车间1栋，是集储存、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生产工厂。“有了这个
项目，村里的鲜食玉米就不愁销路了，大
家种植玉米的收入就有了保障。”高浩说。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
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处在乡村
振兴第一线，担负着带领群众促进乡村发
展的重任。

今年5月份以来，突泉县积极探索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新模式，开展“市民
下乡、干部到乡、企业兴乡、能人返乡——
四乡工程”，使党员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

“引导者”，进一步推动创业、拉动就业、振
兴产业、发展实业，加快乡村振兴进程，提
升“三农”工作实效。

突泉县水泉镇龙胜村村民冷国娟因

为肢体残疾，不能耕种大田和外出务工。
“干部到乡”工程实施后，突泉县人社局社
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选派干部徐宏伟与
冷国娟开展结对帮扶，在他的帮助下，冷
国娟有了一份稳定收入。“帮我申请的公
益性岗位，一个月工资1500多块钱，活还
不累。”冷国娟满怀感激地说。

突泉县人社局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
心选派32名职工与龙胜村265户常住户
开展结对帮扶，为就业困难村民争取公益
性岗位，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发展庭院
经济。目前，全村75户种植大葱42.5亩，
113户养殖小笨鸡1万余只，预计户均可
增收3000元以上。

截至目前，突泉县3846名干部与4.8
万常住农户全部建立了定向帮联关系，累
计开展产业指导活动3490次，覆盖群众
14万人次，入户收集农户意见建议1094
条，帮助解决群众现实困难2682件，推动
解决村级发展难题61个。

干部到乡结对帮联解难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吸收网民对
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
顺应民心，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为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用心用情为群
众服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群众在哪里，领
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群众工作就要做到哪
里，这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 28.5 个小
时。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
也就上了网。网络成为群众发声的重要阵
地，也成为老百姓与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沟通
的重要渠道。但部分领导干部缺乏运用网
络走群众路线的意识和能力，有的不学网、
不懂网，有的“畏网如虎”，对网络监督不适
应，有些政府的网站和政务公号也成了面子
工程，起不到联系群众的作用。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善于运用网络听民声、解民难、纾民困，是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走
好网上群众路线，是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必
修课”。

党员领导干部要突破传统思维束缚，树
立互联网思维，把网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运用“网言网语”来拉近与网民的距离，
积极回应网民关切，吸纳网民的建设性意
见，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怨气怨
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
正，让互联网真正成为传播正能量的重要平
台。

党员领导干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还要
坚持“键对键”与“面对面”相结合，确保群众
关切网上看、网下办，抓住一个“干”字，紧盯
一个“实”字，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做起，把路
不平、水不通、灯不明等直接关系老百姓利
益的事做好，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与此同时，要继续加强政府网站、政务
新媒体矩阵建设，及时公开群众普遍关心的
热点问题，接受群众的监督。要建立健全网
络群众监督评价标准机制，对领导干部网上
群众工作态度和能力进行评价，激励各级党
委政府真抓实干，把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落
到实处。

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
◎安寅东

□本报记者 宋爽

“天气越来越热，棚里的菌不会死了吧？”在阿拉善盟阿
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巴彦霍德嘎查羊肚菌产业基地，种植户
唐培福请“人才小院”的技术专家丁海菲来给自己的几座菌
棚“把脉”。

看了棚内的情况，丁海菲说：“现在要注意的是降温和保
湿，如果地皮干了，就在上午时间喷水。只要通风好，就不会
死菇的。”专家上门指导，给唐培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今年，阿拉善盟打造“人才小院”，就近就便解决乡村振
兴人才短缺瓶颈，破解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知识技术不
足、信息资源缺乏、服务支撑不够等问题。目前，已在10个
苏木镇试点建立起“人才小院”，全盟已经有170名各类专
家、专技人才通过“人才小院”下基层服务发展，为7个领域
38个项目开展问诊。

有养驼户提出，如何保障骆驼对各种营养物质的需求？
针对这一发展难题，“人才小院”专家服务团队——盟畜牧研
究所结合前期研究成果，与北京菲迪集团举行了一场关于骆
驼饲料开发合作的专题视频会，就当前骆驼饲料研究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及技术支撑需求，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为推
动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招。

“‘人才小院’打破过去人才服务主要靠上级部门送技
术、送服务的单向模式，构建嘎查村需求‘点单’、苏木镇汇总

‘成单’、盟旗组织部门任务‘派单’、相关职能部门服务‘买
单’的订单式人才服务机制。”阿拉善盟委组织部副部长汪磊
介绍，通过“人才智联”模式，将辖区的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生产致富能手等多方力量统筹起来，将生产经营人才、产
业发展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土专家”“田秀才”、本籍大学生
等各级各类人才汇聚起来，最大限度激发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的热情和动力，把“人才小院”建成农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农特产品交易服务平台、农资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人
才与产业的双向互通。

为服务好这些“向下扎根”的人才，阿拉善盟制定出台
“人才小院”日常运行管理制度，依托苏木镇党群服务中心、
综合保障中心等，配备1到2名专职干部开展日常工作，并匹
配一定项目资金，为他们发挥作用与创新创业提供优质、高
效、精准的服务。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人才、技术骨干在

“人才小院”扎下根来。

“人才小院”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宋爽

“我们陈家渠社区党支部创新打造‘1+
5+N’的区域化党建特色品牌，以及‘三共两
化’网格化治理新模式，今年已累计筹集资
金900多万元，用于3个老旧小区改造，协调
东胜区民政局投入近百万元，共同打造了一
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以满足老年人就餐、
娱乐和健身的需要。”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
族街道陈家渠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慧杰信心
满满地说。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新兵’，从自己在街道
‘打擂’，到区级观摩擂台，感触颇深，找到了短
板，开拓了眼界，更激发了我干事的动力。”天骄
街道天骄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丽娜

表示，她要在看中学、在学中比、在比中学。
近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社区党组织书

记“三比三看”能力素质擂台大比武活动进
行得如火如荼，工作成果展示、政策理论和
基层党建实务抢答、案例实践分析……擂台
比武比出了精气神、比出了真功夫，广大社
区党组织书记亮成绩、展风采、树标杆，比学
习看功底、比担当看成效、比作风看形象，有
效激活了基层党组织的“神经末梢”，营造出

“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东胜区干部教育
在“实战”中取得“实效”。

成事之要，关键在人。东胜区聚焦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两大重点
领域，打造接地气的培训课程，形成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培训体系，推出比武练兵提升模式，
着力锻造扛起时代担当的基层干部队伍。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新时代赋予了基层干部新要求、新任务，唯
有常学常新，才能当好基层的干部、办好基
层的事。”东胜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悦阳介
绍，今年来，东胜区立足基层、服务基层，紧
贴基层干部需求确定培训内容。东胜区委
书记带头登台讲学，围绕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进行专题辅导；安排理论功底扎
实、工作经验丰富的“土专家”围绕专业领域
深入田间地头讲学；组织部门业务骨干分类
开展基层党建、乡村振兴、人才业务培训，真
正让一线干部讲透一线工作。

与此同时，“线上线下”相得益彰，着力
打造富有“东胜味道”的干部教育培训精品
课程。线上，将“晚间七点半讲堂”作为新时
代基层干部主体培训行动计划的有利抓手，

建立培训“菜单库”，开设优化营商环境、安
全生产、心理健康等多方面主题，举办基层
干部主题云课堂培训班次7期，培训干部3.6
万余人次。线下，灵活采取集中培训、辅导
讲座、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举办科级
干部轮训班以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应急救
护等培训18期，培训干部1.7万余人次。此
外，持续营造体验式、沉浸式的现场教学氛
围，注重加强教材课程体系建设，开发“师说
党史”特色课程11期，开设“美术中的党史”

“音乐中的党史”2期特色党课。
“熟悉各类工作的行家里手亮干货、讲

业务，细致入微的讲授非常接地气，对于我
们基层党务干部很实用。”参加培训后，泊尔
江海子镇党务干部杨慧明显感到，干事的动
力更足了，处理问题有了抓手和章法。

蓄足“源头活水” 激励担当作为

◎红船初心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坚持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各
级党群服务中心工作重点，以“揭榜领题”为抓手，围绕自治
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五个三”功能定位，着力在机构设置、
硬件配备、软件支撑、系统运行、示范引领等方面下功夫，织
密服务网络，延伸服务触角，创建层级分明、上下贯通的党群
服务体系，筑牢基层治理的坚强阵地和服务党员群众的“温
馨家园”。 （李丽娜）

●近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办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
“擂台比武”选拔赛活动。各镇级“擂台比武”优胜的11名驻
村第一书记轮番上阵，立足驻村帮扶工作，亮“答卷”、授“经
验”、话“思路”，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展现了驻村第一
书记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的风采。 （本报记者 宋爽）

●为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公安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在全区开展

“喜迎二十大 忠诚保平安”主题实践活动，与当前各项重点工
作相结合，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百日行动”，统
筹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攻坚化解突出风险隐患。截至目前，全
区查处13类重点违法案件24.3万起，治理完成并通过系统
审核评定重点隐患突出路口路段122处，重点车辆检验率
92%、报废率97.2%。 （万梓靖）

●兴安盟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全体党员近日前往科
右前旗巴拉格歹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巴拉格歹是内蒙古东
部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参观中的所见所闻，激励
着该局党员民警辅警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踏实
做好本职工作，筑牢忠诚思想根基。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如今，快递、外卖小哥已经成为城市的一
道别样风景。不论烈日炎炎还是狂风暴雨，
他们都像辛勤工作的“小蜜蜂”一样，不停穿
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服务着千家万户。

随着社会就业形态的不断变化，货车司
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
业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呼伦贝尔市这一群体的总人数
已达8500多人。

在党建引领下，呼伦贝尔市不断激发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生活、参与基层
治理的活力，助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和企
业健康发展，为呼伦贝尔市高质量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党建工作全覆盖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独特优势和
力量之源。呼伦贝尔市系统谋划，把建立
健全新业态党建工作领导体制作为工作先
导，扎实推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破题见效。

该市成立了由14个成员单位组成的专
项工作组，制定调查研究、督查考核等5项
工作制度，形成地方党委负总责、组织部门
（两新工委）牵头抓总、行业部门各负其责、
街道社区兜底管理的工作格局。推行“两新
工委+行业党组织”工作模式，推动抓监管与
抓党建、管平台与管人群相结合，压实行业

主管部门具体推动责任，成立了快递等4个
行业党委，构建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党建指
导工作体系。同时，建立“国有+民营”融合共
建机制，在邮政快递行业，选取5家党建基础
比较规范的邮政公司基层党支部，分别与5
家民营快递企业党支部进行“一对一”结对，
促进邮政快递合作，共同提升。

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
里。呼伦贝尔市推动“应纳尽纳、应联尽联、
应建尽建、能建快建”，推进党的组织扩大覆
盖。扎赉诺尔区采取“删减法”“实勘法”，开
展“地毯式”排查；鄂温克旗等地向新就业群
体发放《倡议书》，在外卖送餐等新业态队伍
中排查出123名党员，并通过单独建、联合
建、派驻建等形式，组建了24个新业态党支
部。实行“行业+属地”联合指导，从行业、
街道社区分别选派政治素质过硬、懂业务
懂党建的党员干部担任党建指导员，上门
指导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动建
立了34个群团组织，以多种方式实现了党
的工作全覆盖。

当好暖“新”娘家人

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流动性强，其中
有不少流动党员、隐形党员。为有效组织并
发挥作用，呼伦贝尔市全力推动人员和保障

“两个到位”，促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
工作落实落地。

今年，该市选派了138名驻企联络员，
直接联系指导一批新业态企业。扎兰屯市
选派邮政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担任快递企业

联合党支部党建指导员，联系指导全市8家
快递企业240余名员工，让他们随时都能找
到“娘家人”。

通过“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呼伦贝尔
市引导企业积极招收党员员工，并推行将优
秀从业人员培养成党员、将优秀党员培养成
党务工作者的“双培养”工作机制，目前，已
有23名新业态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市邮政管理局成立了快递
业党建服务中心，海拉尔区依托党群服务中
心（站点）建设新就业群体服务矩阵，为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提供阵地保障。

近日，呼伦贝尔市总工会拨付13.68万
元专项资金，与市卫健委联合为全市1300
名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女职工开展免费“两
癌”筛查。

该市把教育管理基本要求与关心关爱
激励导向这两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一体推
进，引导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

根据新就业群体党员活动特点，呼伦贝
尔市从严落实教育管理，依托“学习强国”视
频会议系统等线上方式，灵活开展“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市委组织部与
工会、团委等部门开展“党群共建”活动，将
组织温暖送到车间一线，帮助新就业群体解
决配送场地、临时宿舍等33件实际困难；市
人社局引导1617名新就业群体参加养老保
险，强化对新就业群体的就业帮扶与职业技
能培训；海拉尔区建立了可服务500余名外
卖骑手的“红色加油站”……

释放发展新效能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事关经
济健康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呼伦贝尔市
着力抓好“两个作用”这个“落脚点”，推动将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转化为发展效能。

该市充分发挥新业态企业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以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为重
点，发挥新业态企业在保障物资流通方面的
优势，深化“百企助百村（社区）”活动；成立
网约车、互联网等4个新业态行业协会，引
导新业态企业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中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

呼伦贝尔市兄弟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党支部，始终不忘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嵌入
企业健康文化中，连续8年组织党员红旗车
辆累计免费接送高考生达3000余人次。

如今在呼伦贝尔各地，宣传政策法规、收
集社情民意、排查安全隐患、参与疫情防控、
引导文明出行……越来越多的快递员、外卖
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积极主动融入
城市治理，成为城市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与守
护者。

为激励新就业群体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呼伦贝尔市还开展了最美快递员、最美外
卖骑手、最美司机等评选活动，培树行业先
锋。各地区充分发挥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的

“移动探头”优势，推动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
融入基层治理，组建了“先锋骑手服务队”等5
个新就业群体志愿组织，新就业群体的自身
归属感和社会认同度得到了“双提升”。

““红色动能红色动能””激发激发““新新””活力活力

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牛家营子村党支部组织村
内的“土专家”与“田秀才”成立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
为村民开展中蒙药材种植技术指导。 李东旭 摄

田间指导

近日，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公安局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退休民警举行光荣退休仪式，激励
老党员铭记初心，发挥余热，永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铭记初心

◎掠影

近日，包头市土右旗委组织部在包联小区开展“创城有
我 文明同行”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顶着骄阳烈日，对杂草
落叶进行集中清理，以实际行动为创城增添一抹亮色。

张鑫 摄

创城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