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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长笔谈】

【红岩珍档】

“刘大哥，你需要的户口簿我已经给您寄过来了，娃
娃上学是大事，收到后赶快去办手续，以后有什么困难随
时给我打电话。”这是近日黔江区水田乡大塘村党员王宗
明与联络户刘朝洲的电话聊天。

刘朝洲夫妇在新疆务工。8月中旬，临近开学，刘朝
洲发现女儿就读初中需要的户口簿还在老家，家中父母
年纪大不会邮寄，单独回去一趟不仅花车费还耽搁上班。

“老家的党员王宗明不是在微信上说，有什么困难可
以找他吗？”正在焦急的时候，刘朝洲突然想起了王宗
明。随即他拨通对方的电话，请他帮忙邮寄户口簿。王
宗明爽快答应。3天后，刘朝洲便收到了户口簿。

这是黔江区党员“三亮三联五带头”，网格化服务群
众的一个缩影。

“三亮三联五带头”，指的是广大党员“亮身份、亮职
责、亮承诺，联群众、联院落（楼栋）、联网格，带头宣政策、
带头兴产业、带头护环境、带头办实事、带头促治理”。

去年5月，黔江区在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和
在职党员“双报到”机制基础上，探索推行了这项机制，党
员服务群众迅速打开新局面。

基层治理核心在人。黔江区以党员干部的争先创
优、示范引领，带动广大居民群众投入基层社会治理，形
成基层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

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推动3814名在职党员到社区、到网
格报到，570余名骨干党员就近担任网格党小组长、微网格
长，凝聚起网格化管理服务“N”力量；在村（社区），动员7508
名党员结对联系网格1322个、院落（楼栋）4874个、群众12.8
万余名，让人民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员就在身边。村（社区）党
组织结合实际为党员设岗定责，组建法律咨询、文艺表演、医
疗保障等服务小分队，利用赶集日、节假日等开展形式多样
的活动，营造“党员比先进、户户争先锋”的浓厚氛围。

“党员在前面带头，群众都跟着干。现在，山上新种
了中药材，花椒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房前屋后的清洁卫生
也搞好了，邻里之间都和和气气，变化确实大。”石会镇中
元村居民林明琼高兴地说。

在广大党员带动下，黔江区不仅基层治理质效得到
显著提升，村居环境、产业发展等也得到极大改善，干净
整洁的村道、布局有致的小院、蒸蒸日上的产业，一幅如
诗如画般的美妙画卷在黔江各村（社区）徐徐展开。

我深刻意识到：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中国共
产党先进性的宗旨体现，也是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
尤其在基层治理中，共产党员站出来、干起来，才能更好地
把群众发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服务群众“新机制”
撬动治理“大效能”
黔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李俊杰

1949年10月28日，王朴在大坪刑场英勇就义。新
中国成立后，作为烈士母亲的金永华，从不居功，从不索
取，生活俭朴，多次谢绝了党组织对她的特殊照顾。1984
年，经过多次申请，84岁高龄的金永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
夙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继续为党的事业作贡献。

1945年7月，王朴根据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回
乡为党办学，开辟农村工作据点。金永华信任儿子和他
的朋友，很快就同意了儿子的办学计划。

1946年夏，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加强农村据点，扩大办学影响，王朴向母亲提出，买下逊
敏书院的校址，将小学办成中学，金永华支持了儿子的决
定。同年秋，莲华中学在逊敏书院正式开学，共产党的工
作据点随之转移到莲华中学。

次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这个学校从此成
为中共在江北县、北碚部分地区的司令部，成为培养干部
的“红色摇篮”。此时的金永华实际上已成为这个集体的
一员，大家都尊称她为“伯母”。

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委根据中央决定，在上下川
东地区发动武装斗争，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开展武装斗争需要大量活动经费，王朴便与母亲商量筹
资之事，希望她能同意把田产变成现金借给共产党用。

经过王朴的动员，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金永华
陆续变卖了江北县复兴、悦来、仙桃、静观及巴县鹿角、长
生等地的1480多亩土地和市区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
价值近2000两，全部存入中国银行，由会计主任、共产党
员杨志保管，交付共产党支配使用。

在王朴牺牲后一个月，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
放。邓小平听到王朴及其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资助革命
时，当即指示，借用王家的款项要在解放后如数归还。
1950年春，在重庆各界妇女庆祝解放的大会上，王朴烈士
的战友黄友凡代表党组织向金永华表示感谢，并郑重地向
她呈上一张中国人民银行的巨额支票，但金永华拒绝了。

她说：“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享受特殊是
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
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
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党组
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金永华的这“三应该三不应该”，感动了无数人。最
终，这笔钱成了重庆市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基金。

在金永华89岁高龄时，她还抱病将妇女互助会留下的5
处房屋契约、3万多元现金，还有几千斤粮票，全部交给市妇
联，请组织把它管理好，作为她对妇女儿童事业最后的奉献。

（记者 何春阳 整理）

她拒绝了党组织的巨额支票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娜娜，上次给你反映的安装便民饮
水机的事，很快就解决了，你办事我们都
放心哦。”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对社区工作还
有啥意见建议也可以给我说。”

近日，趁着难得的秋日暖阳，沙坪坝
区覃家岗街道凤天路社区的网格员曾丽
娜背着“网格服务随身包”，像往常一样到
自己所在的辖区走访，收集居民建议。

在沙坪坝，有很多像曾丽娜一样的
网格员，连点成线，在基层治理“这张网”
中发挥作用。这是沙坪坝区创新实施

“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工程，体系化推进
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的一个生
动缩影。

这是一次系统性的基层治理改革，内
容涉及人民群众吃住行等方方面面；这是
一次探路解决“由下往上反映问题信号层
层衰减、由上往下解决问题力度层层衰
减”的勇敢尝试，是对现实社会发展与民
众需求变化的有效回应；这是一次敢于

“亮剑”问题的基层治理探索，不仅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广泛鼓励群众直接参
与，而且从源头上重构职能体系，解决社
会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力量融合

让多元力量在基层“握指成拳”

“党建扎桩·治理结网”是何意？
“党建扎桩”，就是让党组织在基层治

理中成为“主心骨”，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
到基层治理方方面面，确保基层既充满活
力又和谐有序；“治理结网”，则是织密延
伸进城市楼栋和乡村院落的“大网”，不断
提升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实现基层各类问题“一网解
决”。

要推动这项改革落地落实，人员力量
至关重要。

因此，在推行改革之初，沙坪坝区率
先解决的就是“战斗力”的问题。

“没有一支本领过硬的队伍，一切工
作都无法开展。”沙坪坝区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为了整合工作力量提升战斗
力，沙坪坝区全面动员、全面下沉、全面整
合，按照“1+3+N”的模式重塑网格治理团
队，多渠道选优配强网格治理工作队伍。

所谓“1+3+N”模式：“1”即1名网格
长，一般由村（社区）党组织成员或党员骨
干担任；“3”包括1名专职网格员，优先从
社区工作者、各条线整合专职人员中确
定，不足部分由区县面向社会择优招聘，1
名兼职网格员，从村（社区）党员骨干、村
（居）民代表、小组长，楼层（栋）长及志愿
者等人员中确定，注重吸纳业委会、物业
企业中的优秀代表，1名网格指导员，由乡
镇（街道）包联干部担任；“N”主要包括网
格内的专业执法力量、在职党员、志愿者
等。

目前，沙坪坝全区已从流动人口协管
员、为军服务保障员等社区工作者中择优
选聘1700余名担任专职网格员。同时，

统筹使用综治巡逻员、社区民警等1500
余名行政执法人员，吸纳571名医护人
员、146名水电气专业人员下沉网格担任
兼职网格员；建立在职党员常态包社进网
机制，推动全区12000余名在职党员就近
就便到网格亮明身份、开展服务。

除了这些“常态力量”，一群本领高强
的“攻坚力量”也被充实到了这支队伍里。

“我们深入摸排掌握辖区专技人才、
物业骨干等社会力量，鼓励引导他们共
同参与网格建设。”该负责人表示，同
时，甄选400名区级部门年轻党员干部
组成红岩攻坚队，平时打散建制编入网
格，应急时接受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组
团攻坚。

为了防止“千篇一律”，在“1+3+N”的
基础上，沙坪坝区允许各基层单位按照实
际情况创新组建队伍。

例如，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网格团
队采取的就是“1+3+5+N”设置方式。

多出的“5”是什么？“就是社区民警、
城市管理员、安全监管员、综治管理员、公
共服务员”，中心湾社区党委书记张义清
说，基于社区是开放式老旧小区，80%没
有物管的情况，将这5支力量纳入到网格
中更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的效果。

此外，中心湾社区还特别将“特钢贤
人坊”里的328名“贤人”全部发动为兼职
网格员。

这些“贤人”也确确实实让老百姓得
到了实惠。

每周二和周四早上9点，78岁的退休
医生熊育国准时来到小区“健康小屋”门
前，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有着多年
内科、急症科、精神科工作经验的熊育国
进社区免费给居民看病，大家的感受是

“如获至宝”。
在沙坪坝，像中心湾社区这样“规定

动作+自选动作”的案例并不少。这一切
只有一个目的：网格内力量更多元、联动
更紧密、服务更有效，汇聚多元社会治理
力量到基层，实现多元社会力量在基层

“握指成拳”。

功能聚合

积极推进“多网合一”建设

力量的多元也带来了功能的多元。
现在，沙坪坝的居民在生活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包括水电气、养老社保、惠民政
策等等，都可以通过网格员得到快速有效
的回应。

家住凤天路社区凤天竹苑小区的陈
洁今年6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子女劝
说她搬去同住，但她和老伴是凤天路社区
的“铁粉”，说啥都不搬走。

这和凤天路社区推动网格化治理密
不可分。

“我怎么可能搬走，这个社区住起好
安逸哦。”说起社区的好，陈洁滔滔不绝。

就在前不久，陈洁遇到了一个突发情
况，老伴突然胸口痛。“要是以前我绝对脑
袋一片空白，抓不到缰，但现在我心头有
底。”陈洁这样说，是因为她知道负责他们
这个网格的网格员中有“健康指导员”，里

面都是专业的医生护士，在社区提供的网
格员一览表中，也有联系方式。

“我当即就给医生打了电话，描述了
病情，得到了医生专业的建议。随后，我
又拨通了我们专职网格员曾丽娜的电话，
请她帮我买药，我就在家里把老头守着。”
一系列“丝滑”的操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
解决了陈洁棘手的问题。

在凤天路社区，除了“健康指导员”，
居民还拥有由社区民警、物业人员、城管
队员、电力公司、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等
组成的兼职网格员。只要遇到相关问题，
一通电话就能“搞定”。

在丰富服务的同时，凤天路社区还借
助数字化手段在线上进行同步整合，打造
了“云上凤天路”小程序。

凤天路社区党委书记安淳介绍，该平
台不仅可以了解社区健康小屋、便民信
息、公共文体设施等具体信息，还能及时
查找社区网格员的联系方式。群众不仅
能发布自己的“需求清单”“问题清单”，针
对网格员的工作，社区也能一键抵达。“这
样一来，在提供数字化便民服务的同时，
也实现了我们社区事务多条数据的并行
传递，让基层治理更加便捷、精准。”

沙坪坝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工程中，沙坪坝
积极推进“多网合一”建设和网格调整优
化，把政法综治、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各
类网格功能聚合，实现“一网综办”。同
时，建立落实网格事项准入制度，严格落
实“6+1”项任务清单，推动“清单之外无
事项”，确保网格集中精力抓治理抓服务。

资源整合

共建功能型网格党组织

“党建扎桩·治理结网”的另一个亮点

是让资源得到整合。
沙坪坝积极推进组建区域化党建联

盟，组织网格与辖区单位共建功能型网格
党组织，推动1100余家驻区单位、非公企
业等进入网格，立足自身优势发挥共建作
用。

在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的学苑社区，
高等院校众多，是名副其实的浸润书香、
人文汇聚之地。

社区有个红岩“薪火领航站”，这里常
态化开展专题讲座、红岩剧场、文艺汇演、
艺术培训等活动。学苑社区党委书记罗
秀玲说，自从推行“党建扎桩·治理结网”
工程后，社区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好整合。

罗秀玲说，社区地处重庆大学城，周
边聚集了重庆师范大学、重庆电子工程职
业学院、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等高校。为了
把高校资源充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中，社区通过与高校签订党建共建协议，
建立“薪火领航站”，形成社会治理“合伙
人”。

现在，在“合伙人”的支持下，社区开
设了“社区老年大学”教学点，招收了150
多名学员，为退休在家的老人们提供了
一个以文舒心、以文交友的平台；开设少
儿书法、话剧、围棋、编程等课程，以及安
全自救、地震逃生、火灾逃生等实践课
程，让孩子们在玩中学知识、在乐中长本
领。“老百姓丰富了生活得到了实惠，也
让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区，一箭双
雕。”罗秀玲说。

据介绍，下一步，沙坪坝区将继续深
入实施“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党建统领基
层治理现代化改革，建立完善“一中心四
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不断推动体
系重构、机制重塑、力量重组，让“小网格”
发挥治理“大作用”，加快实现“治理体系”
向“体系治理”转变。

探路体系化改革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沙坪坝区创新实施“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工程，探路解决基层“多头治理”、部门“单打独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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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供电网格员组织力量对居民院坝内遮挡高压电路
的树枝进行修枝。 （沙坪坝区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