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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长笔谈】

【红岩珍档】

铜梁区以“逗硬”考核促干部作风转变、持续优化服务——

“红黑榜”下 办事大厅悄悄变化的背后
□本报记者 陈国栋

为群众、企业办事耐心细致，主动开
展延时服务……

近段时间，在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
环境促进中心办事大厅，一场与擦亮服务
形象、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率有关
的变化正悄然发生。

这些变化，源于该中心正在推行的
“红黑榜”考核制度：群众满意度高，每季
度积分排名前四位的入驻单位，在大厅上

“红榜”表扬；违反规章制度多，每季度积
分位列最后一名的入驻单位，在大厅上

“黑榜”批评。
“红黑榜”下，被通报批评的单位知

“耻”而后勇，拿出具体措施加以整改；没
上“黑榜”的单位，举一反三对照检查，大
力开展服务下基层活动……

作为中组部平时考核的直接联系点，
铜梁区用“辣味”的硬规矩，让干部动起
来、干起来，激发起全区干部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

从“黑榜”到“红榜”
立下摘帽“军令状”，窗口工作

人员主动开展延时服务

“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大家千万别
掉以轻心，必须拿出百分之百的精神状
态，为企业和群众服好务。”

10月中旬，铜梁区应急局召开了一次
干部职工大会。这次会议，氛围轻松，让
人扬眉吐气——

区应急局入驻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
境促进中心的办事窗口表现优异，帮助该
局所在的“无差别综合窗口”摘掉二季度

“黑榜”，区应急局荣登第三季度“红榜”。
今年初，该中心推出积分制+“红黑

榜”管理制度，对各窗口围绕服务形象、服
务行为、服务质量、工作纪律进行考核打
分。每季度积分排名前四位的入驻单位，
以“红榜”在墙上通报表扬；每季度排名最
后一位的入驻单位，以“黑榜”在墙上通报
批评。

第二季度，因为窗口工作人员着装不
规范、迟到早退、群众投诉多等原因，区应
急局所在的“无差别综合窗口”上了“黑
榜”。

“虽然没具体点单位的名，但我们知
道里面包含了区应急局。”区应急局副局
长龙云兵说，这件事在单位的一次会议上
被通报出来后，不仅仅是窗口工作人员，
局机关的干部职工都深受触动。为了扭
转这一局面，局党委要求各个业务板块进
行梳理，全面树立良好形象。

龙云 兵还向局党 委立下“ 军令
状”——争取早日摘掉“黑榜”帽子，登上

“红榜”。
区应急局负责人约谈派出的窗口工

作人员，要求落实责任，并对其进行业务
培训；与中心保持密切沟通，针对存在的
问题彻底整改。和区应急局一同上“黑
榜”的另外11个单位，也暗自加油，努力
作出改变。

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中心党
组书记、主任唐娟说，第二季度的“红黑
榜”公布后，第三季度，综合窗口没人迟到
早退，过去个别不参加周一晨迎礼仪培训
的情况也再没出现了。

她说，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来自区应急
局的工作人员张志会。50岁的张志会遵
守各项规定，中心早上8点20分开门，7
点半以前她就会到岗做准备；下午5点半
下班，她常常等到6点半才走，“直到最后
一个群众办完手续，满意离去，她才下
班。”

唐娟说，作为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
志会平常主要办理应急、市场监管、卫生
健康等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在她空闲
的时候，还主动兼职做义务引导员，帮前
来办事的群众指路。群众纷纷为她点
赞。”

几个月下来，区应急局打了一个“翻
身仗”，摘掉了“黑榜”帽子。

“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评价。我们
还要好好保持这个状态。”龙云兵说。

“黑榜”升级 实名通报
“坐不住”“争口气”，“互联网+

督查”办结时间大幅缩短

在第三季度的“黑榜”上，区生态环境
局“榜上有名”。

这是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
进中心推出的“红黑榜”升级版——实名

通报表现不好的单位。
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周永强说，得知

单位上“黑榜”的消息后，自己硬着头皮向
局党组书记、局长报告了这件事，并主动
深刻检讨。

“全局上下都坐不住了。”在群众办事
密集的服务大厅被上墙通报批评，该局干
部职工特别是领导班子压力不小。

压力来自方方面面：上级领导提出批
评；铜梁不大，出门到处碰到熟人，提起这
个事情很尴尬；中午休息时间，31个单位
入驻中心工作人员常常会在“红黑榜”下
停留……

“被通报批评，我们心服口服。”周永
强说，据他核实，上“黑榜”主要是因为窗
口工作人员存在未履行请假手续，对办事
群众和企业解释工作不到位等情况。

“要争口气。如果第四季度我们单位
还在‘黑榜’上，从分管领导到科室再到窗
口，相关人员的年度考核全部不合格。”区
生态环境局党组决定“动真格”。

不仅如此，该局还把这个问题作为单
位主题教育的反面典型，纳入整改整治事
项，举一反三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区生态环境局设在中心的窗口，位
于大厅二楼一个角落，有三名工作人
员。从被通报开始，这三名员工就成为
局领导重点关注的对象。只要有时间或
者顺路，局领导都要去窗口看一看，了解
情况。

与此同时，该局还推出一系列便民利
民措施，更好服务群众。如窗口推行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线上全程网
办、不见面无纸化审批，线下容缺受理，提
前办理、提前审批、提前获得审批结果，实
现“最多跑一次”。

特别是在办理“群众投诉”事项上，区
生态环境局采取首问责任制，接到投诉立
即赶赴现场先行处理，再协同相关职能部
门后续处理，将“互联网+督查”平均办结
时长从7.5天压缩至3.8天。

11月17日，记者看到，通过整改提高
办事效率，在10月铜梁区“互联网+督查”
排位中，区生态环境局位列全区第一。

“上‘黑榜’对我们的工作是一次有力
鞭策。”周永强说，第四季度，区生态环境
局在办事大厅的目标有三个：一是让群

众、企业满意，二是摘掉“黑榜”，三是力争
冲进“红榜”。

“红黑榜”出台背后
“面对的都是熟人熟事，起初内

心也有过挣扎”

为何要推行“红黑榜”制度？铜梁区
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唐娟说，过去对窗口的考核都是各单
位自己进行，因中心对窗口缺乏约束力，
一些窗口工作人员对中心的各项制度，常
常执行不到位。

2021年以来，办事大厅工作人员因
服务态度差、未一次性告知等情况引发群
众投诉31次。“今年初，窗口人员服务意
识不强被区委巡察组列为重点问题督促
整改。”她说。

为抓好整改，今年初，区委组织部把
对窗口的考核权下放给该中心。中心党
组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逗硬的方式，
督促各窗口单位提高服务意识、优化服务
质量。

“我与很多单位负责人都很熟悉，
都是熟人熟事，把哪个单位上了‘黑
榜’，面子上都有点过不去。”唐娟说，

“起初，内心还是挺挣扎的。”
所以，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黑

榜”，都是用的模糊语言——工程建设领
域窗口、无差别综合窗口，没有点名具体
单位。

“虽然此后大厅里的情况有所改观，
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比过去也有了进步。
但我们发现，对‘红黑榜’考核，仍有个别
单位不以为然，整改不紧不慢，变化不明
显……”曾经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过多年
的唐娟，决定不来虚的，以实名方式通报
办事不力的单位。

第三季度，当区生态环境局被放进
“黑榜”时，各窗口一下“炸开了锅”。各单
位对自己的窗口及时发出工作提醒，要求
严格纪律，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各窗口工
作人员，面貌焕然一新，拿出最好的状态
服务办事企业和群众。

办事大厅里的逗硬考核，不仅仅让窗

口服务变好了，有关单位机关干部也积极
行动起来：区民政局带着高拍仪和打印
机，下乡为农村群众补办证照；区司法局
到基层开展法治宣传……

“我们这样做，目的不是为了让谁上
‘黑榜’，而是为了优化服务，促进营商
环境持续向好。”唐娟表示，接下来，将
进一步优化考核指标体系，“如果大家
都做到很好，也有可能出现‘黑榜’空缺
的情况。”

“红黑榜”考核效应将放大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

部担当作为

铜梁区是中组部平时考核的直接联
系点。铜梁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晓萍
说，近年来，铜梁注重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用，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目前，铜梁区已形成一套科学、精细、
有效的干部考核体系。“我们的考核，重结
果，更重过程；既重牵头抓总，也重配合；
既注重群众评价，也注重领导干部的评
价；既注重共性指标，也注重个性指标；既
注重先进引领，也注重后进鞭策……”何
晓萍说。

她说，以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
中心推出的“红黑榜”为例，过去，各单位
自己考核自己的窗口，单位领导看到的是
窗口工作人员说“自己干得很好”的年终
述职报告，而对其一年来的具体表现情
况，不甚了了。

“而基于考核的数据分析生成的‘红
黑榜’，就把工作人员一年的表现过程动
态刻画出来了，客观真实、公平公正。”

在“红黑榜”指挥棒下，先进者始终保
持一股闯劲，生怕掉落；后进者一路追赶，
决意要冲出低谷。“干部作风就在你追我
赶、唯实争先过程中变得更好，大家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也被激发出来了。”何晓萍
说。

下一步，区里考虑将“红黑榜”考核
结果运用到对窗口所在的单位考核上，
进一步释放褒扬先进、鞭策后进的强烈
信号。

郁郁葱葱的青菜头铺满田间，清脆响亮的鸟鸣回荡林
中，别具一格的乡间小院交相辉映，三五成群的游客徜徉其
间……眼前是一幅“诗情田园”的美丽画卷。

二渡村，位于涪陵区江北街道东南部，地处涪陵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拥有优质青菜头选育栽培基地，被称为

“世界榨菜第一村”。
村里老人提起以前的二渡村直摇头：“垃圾乱扔、污水横

流、柴草乱堆、畜禽粪便满地……”现如今，二渡村摇身一变，
天蓝水清、环境宜人，田间绿意盎然，风脱水榨菜长廊等网红
打卡地人流络绎不绝，已发展成为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重庆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等一系列称号、集体经济收
入近百万元的“明星村”。

二渡村的蝶变，来自党员干部勇于开拓进取、不等不靠。
立足青菜头良好产地的天然禀赋，村“两委”找准产学研的路
子发展村集体榨菜产业，成立榨菜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托辖区
内重庆渝东南农科院和涪陵榨菜集团，成功串起产业链上中
下游。目前，合作社实现年产值2500余万元，带动700余户农
户增收600余万元，真正把“金土地”种出了“金疙瘩”。

二渡村的蝶变，来自党员干部主动服务、带动群众一起
干。二渡村坚持支部带头干，党员示范干，大家齐心一起干，
开展了全体党员“三亮一晒”活动。党员“亮身份”“亮职责”

“亮承诺”“晒家风”，成功调动起全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村干
部和群众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二渡村的蝶变，来自党员干部转变思维、迭代数字手段。
村“两委”引入数字化手段，打造智慧乡村屏上、掌上、云上系
统，村民可以通过手机掌上系统查看村级“四务”公开事项，在

“指尖”提交意见建议、线上下单，实时查看办理进度。借助智
慧乡村系统，村“两委”将榨菜废水管理纳入村规民约，定期开
展“美丽庭院”“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引导村民自觉养成良
好习惯，共建共享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二渡村的蝶变只是涪陵区结合主题教育推进，打造新时
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涪陵区始终坚持党建统领，通过产业兴村、人才强村、智治活
村，不断夯实组织、建强队伍，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积极探索强村富民之路。

从二渡村的今昔对比中，我深刻意识到：打造新时代“红
岩先锋”变革型组织，关键要处理好人与事的关系，不断融入
开放的思维观念，高效的组织体系，创新的方法手段。面对发
展新形势、群众新要求，党员要带头转变思维观念，运用数字
化认知、创新性思维，不断把群众期盼的事做实做细做好，持
续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好地把组织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世界榨菜第一村”的
美丽蝶变

涪陵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李学义

川陕苏维埃边区城口县的坪坝大梁是一个经常发生虫
灾、干旱、畜禽瘟疫等灾害的地方，这里的人但凡染上恶疾，
多因交通不便、没钱医治只能听天由命。然而，就在1934年，
转机出现了。这里开了一家“坪坝工农红军药房”，免费为穷
苦人家看病抓药。

开药房的人是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
王维舟1887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早年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1920年5月，他在上海加入朝
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
此被人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

1934年，王维舟带领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3个团来到城
口县。他了解到城口县的坪坝大梁瘟疫严重，于是开始思考
并筹划办个“红军药房”。有乡亲告诉他，坪坝场上有个药
房，周围乡下还有两三个药铺，可都是大地主蔡益办的，乡亲
们看不起病。王维舟寻思：对，就拿这地主药房开刀！

很快，王维舟以坪坝苏维埃政府名义，当着众人的面没
收了蔡家药房和药铺。接着，红军战士们又采集了一批中草
药，联系民间中医，在坪坝开设了一家药房，免费为贫苦农民
治病。王维舟还亲笔题写了店名“坪坝工农红军药房”，贴在
墙上。

说来也怪，药房开张后一连几天并没有多少人来看病、
抓药。经打听才得知：乡亲们受到土匪头目的狗腿子、蔡益
的小舅子等人的威胁，都不敢到药房来。

王维舟了解情况的同时，老乡们也表示要支持红军药
房。大家分头邀约，想为药房搞个开市大吉，做个牌匾挂起
来。正当准备之时，王维舟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王家
人素来和睦，一笔难写两个‘王’字，只要药房散伙，日后定多
方便……”原来是当地土匪头子王棒老二写给他的。

药房挂匾那天，王维舟对乡亲们说：“今天药房挂匾，是
件喜事，可我王维舟眼泪水包不住啊！我也是药乡人，也是
苦命人呐！天王老子讨嫌我这号人，国民党反动派、王棒老
二恨我这号人，这是为啥呢？因为我们共产党、工农红军和
穷人心连心啊……”他接着说：“在大巴山药乡，哪根藤蔓不
是药？哪片草药不治病？我们药乡人心肠好、心眼灵，有的
是气力，有的是草药医生，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那以后，坪坝场的红军药房里人来人往。看病、拿药、
话家常……小小药房，成了红军和百姓交心的窗口。有红军
撑腰，土匪也不敢随意造次。不久，这一带的传染病“鸡窝
寒”不再肆虐，老乡家孩子的干疮也被根治了。渐渐地，红军
药房的盛名远近传扬，大家都称红军“救命活菩萨”。

（记者 何春阳 整理）

王维舟：开药房的红军军长

◀
铜
梁
区
市
民
服
务
和
营
商
环
境
促
进
中
心
办
事
大
厅
墙
上
挂
出
的
﹃
红
黑
榜
﹄
。

（
铜
梁
区
委
组
织
部
供
图
）

▲群众在办事大厅办理各项手续。
记者 陈国栋 摄/视觉重庆

▲企业服务专员到生产现场了解企业需求。
（铜梁区委组织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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