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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长笔谈】

【红 岩 珍 档】

大渡口区义渡先锋党员义工队奔走在联系服务群众一线——

流动的鲜红旗帜 暖暖的为民情怀

“孩子放学时间比家长下班时间早、接送管理不好办，负一楼
电梯间出口步梯设计高矮不一、居民出行不便……”翻开南川区
泽京时代小区“党群小家”家长张祖超的走访笔记，里头写满了他
在全区“整网联动·敲门入户”行动中收集到的问题。

在南川，有3662名这样的“党群小家”家长活跃在群众身边，
他们中有在职党员、有退休干部、有入党积极分子等等，是各自小
家中民情信息的收集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民生事务的服务员，
用“零距离”贴身服务架起了党群之间的“连心桥”。

2023年，南川区在推进“141”基层智治体系建设中，在网格划
分基础上，以 50—80 户为标准，采取“1 名家长+1 名红色物业管
家+N名志愿者+N户住户”的方式，细化构建出3662个“党群小
家”，并选拔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担任“党群小家”家长，延伸形
成了“乡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村（社区）—网格—‘党群
小家’微网格”贯通联动的四级架构，在直面群众的最末端以“家”
的理念把党员和群众拧在一起，切实把治理体系从网格延伸至千
家万户、融入万家灯火，让党员作用发挥在居民身边。

这些“党群小家”，成为贯通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治理末梢
的“感触细胞”、感知民情的“前哨”和“探头”，实现了最小单元的
延伸和激活。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群众对基层治理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如何增强前端感知力、提高治理灵敏度，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去年4月，南川区灌坝社区金山丽苑小区一居民家中不慎起
火，业主张某因瘫痪无法自救。危急关头，正在走访的13栋“党群
小家”骨干志愿者唐江发现了火情，迅速联系物业保安破门而入
救出了老人。

为全面掌握小家内矛盾隐患，“党群小家”采取定时定人、线
上线下等方式，围绕消防安全隐患、家庭邻里矛盾等常态走访收
集、一线摸准民情、快速作出反应。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小家累计
发现上报问题580余个，有效推动1800余件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实现民情靠前采集、矛盾小家化解。

如何将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做到群众“心坎上”，是基
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党群小家”组建后面临的首要难题。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事项，小家依托网格内N力量资源，联
动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定期召开居民议事会议，通过党员带动、
群众参与、集中议事，成功推动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等920余件民
生需求共议共商共办，以最小单元构建起难事共商、活动共联、实
事共推的治理服务模式。

同时，为保持小家生命力、发挥小家治理实效，南川同步建立
起动态覆盖调整、问题闭环处置、党群定期互评“三大机制”，全面
激活小家运转、提升治理效能。

在“党群小家”的具体推行中，我真切感受到：“党群小家”是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情暖之举，是推动和谐社会共建共治
的凝心之力，是激活治理末端党建动能的创新之招。只有全面构
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骨干党员示范带头、广大
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把组织建在邻里间，让党员融入
群众中，推动民情在小家感知、民意在小家汇集、民心在小家凝
聚，才能打通治理末梢、激活内生动能。

打造“党群小家”微网格
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

南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冯雪勇

1928年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在兴隆巷8号的灰
色小楼里举行。下午两点，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傅烈刚走进房内，喝
了口水，正准备说话，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有人在外面
大声地喊道：“收捐！收捐！”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原来，这是3个巡警上门来收“公巡捐”（即警察巡逻的费用，
属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巡警一看到屋里坐了这么多人，
以为是聚众赌博，于是马上堵住门，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
警察。

这时，有人想起身反抗冲出去，傅烈示意大家不要鲁莽行事，
只要不搜出赌博的证据就好说。但他却不知道，当时党组织的好
多文件都被转移到这个“秘密机关”来了。这下，党组织的名册、文
件、传单、刊物、资料等被当场搜出，警察才知道是抓到了“赤匪”共
产党，在场9人全部被捕。

3月10日凌晨，趁着看守警察熟睡的时候，傅烈轻声对被捕的
同志说：“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
志。”

起初，敌人用上等茶饭和香烟款待，以金钱和官位引诱，企图
软化和收买傅烈，但都遭到了怒斥和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将煤油
灌进傅烈的嘴里，再用铁丝穿过两个大拇指把他吊起来打，拇指关
节扯脱了，又上夹板继续吊打。傅烈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
泼醒。

被逼问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
我身上得到片言只字！”

在关押期间，傅烈等人不仅被戴上了脚镣，还被戴上了手肘与
颈项连锁的镣铐，睡觉时还有一根上了锁的杠子压在身上，需要翻
身时由看守打开锁一起翻。

在狱中，虽然备受折磨，但傅烈心中最惦记的还是党组织和同
志。他曾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给党组织，告诉需要转移
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也写了两封家信。一封给父亲的信说：“我
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
会理解（我）的。”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写道：“你是知道我怎样
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
业奋斗到底。”并在信中赋诗：“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
红。”

1928年4月3日，临刑前，年仅29岁的傅烈神色不变，一路高
呼“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最后在重庆朝天
门英勇就义。

傅烈：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

大渡口区义渡先锋党员义工队在江边捡垃圾，守护母亲河。 （大渡口区委组织部供图）

大渡口区义渡先锋党员义工队队员夏国栋上门给困难群
众看病。 记者 陈国栋 摄/视觉重庆

大渡口区义渡先锋党员义工队在植树。
（大渡口区委组织部供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陈国栋

清道光年间，一位乡绅站在长江边，
久久地看着滞留在岸边的一群百姓。

看着人们因为渡船费用过高而无法
渡江，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不久之后，这位来自马王乡的士绅
在马桑溪江边买了两艘小船，摆渡过往
的老百姓，分文不取。

这，就是有史可考的马桑溪义渡的
起源。

为了方便等船，百姓自发在渡口岸
边修建凉亭、安放石凳。马桑溪义渡，从
最初一个人的义举，演变成了众人的义
举。马桑溪渡口成为沿江数十里最大的
渡口，大渡口也由此而得名。

近年来，大渡口区传承义渡蕴含的
担当、奉献、正义、利他等精神，并赋予它
新的时代内涵，组建义渡先锋党员义工
队，奔走在联系服务群众一线。

风雨无阻，向阳而行。无论是在城
市农村、街头巷尾，还是在工厂车间、院
落田坝，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总能看到
他们忙碌的身影……

巧打感情牌
社区老党员修复母子情

“最近还好吧？有没有啥子需要我
们帮助的？”前不久，大渡口区跃进村街
道革新社区党员龚世碧在散步时，碰到
居民李云（化名），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76岁的龚世碧，是社区“莎姐调解合
议厅”主任、大渡口区义渡先锋党员义工
队队员，曾多次参与调解李云与他母亲
杨晓莲之间的矛盾。

“龚老师，请你给我评评理，我儿说
今晚上要我到外面去住……”2023年夏
天的一个中午，杨晓莲来到“莎姐调解合
议厅”哭诉，说儿子李云要她交出工资
卡，还要把她赶出家。

龚世碧是社区的老居民，对基本情
况大致了解：杨晓莲70多岁，是企业退
休职工，每个月有几千元退休金。李云
没有工作，平常吃住都在母亲家。

“你放心，保证让你今晚上住家里
面。”龚世碧一边端茶倒水，一边安慰她。

下午，龚世碧与调解员胡贤芳来到
杨晓莲家。

“你妈从小把你拉扯大，现在她老
了，也是该你尽孝道的时候……”龚世碧
对李云好言相劝。

就交工资卡一事，龚世碧征求老人
的意见。老人表示愿意把卡交给儿子保
管。李云承诺会好好照顾母亲。

当天的矛盾算是搁平了。两位调解
员满意地离去。

过了大约一周，龚世碧回访，看到李
云给母亲买了衣服鞋袜，对母亲的态度
比过去有所好转。

哪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因为一
点小小的口角，李云又要赶母亲走。

这一次，龚世碧叫上了社区党委书
记罗俊杰、党委副书记贺敏和李云的三
亲六戚。

杨晓莲年老多病，李云照顾久了，对
母亲有些怨言。大家劝说半天，母子俩
没有和解的迹象。

“李云父亲去世得早，他的姐姐又
在外省安家，如果几个亲戚每个月愿
意出点钱支持一下，老人住养老院，也
有人照顾，还方便看病拿药。”龚世碧
建议。

李云没有吭声。在征得老人同意的
情况下，社区协调老人先住进了养老院。

“你哪天想通了，想真心实意地对你
妈好了，你就去把你妈接回家吧。”龚世
碧对李云说。

“妈，你回来嘛！我要对你好，我啥
都听你的……”没过几天，李云就带着母
亲平时养的宠物狗来到养老院。

当时，铁门锁着。等不及让保安开
门，李云抱起宠物狗从铁门缝里塞进
去。“快去！把我妈接出来！”

杨晓莲听到儿子的喊声和自家的狗
叫声，就从房间走到院坝里。宠物狗一
见主人，飞快地跑过去，不停地往身上
蹭。“妈，跟我回家，我照顾你。”李云说
道。

听说李云去养老院了，龚世碧生怕
母子俩激化矛盾，急忙赶到现场。眼前
的这一幕，让她不禁动容。

当时，几个亲戚正好在那里陪杨晓
莲。龚世碧就让亲戚去做老人的工作，
自己去找李云谈。

亲戚劝老人道：“想好哦，要不了几
天，说不定他又反悔了。”“他是我的儿，
我要回去。”杨晓莲说。

“上次你说要对妈妈好，但是你食言

了，这次会不会又是一样？”一旁，龚世碧
把问题抛给李云。“不会不会，今后我一
定会好好照顾她。”

见老人同意，儿子态度也诚恳，大家
最终同意李云把老人接回家。

几个月后，杨晓莲因病离开人世。
周围邻居说，从养老院回来后，母子俩感
情融洽，她走得很安详。

不怕山路远
家庭医生接续帮扶困难患者

2023年12月31日下午，一名年轻
人背着医疗包，穿过3条铁路线，翻过几
个山头，风尘仆仆来到大渡口区跳磴镇
红胜村一组田业会家。

田业会84岁，家庭困难，双膝关节
炎导致行走不便。“麻烦你又跑一趟来给
我看病，还经常给我买药，不晓得该怎么
感谢你！”见到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的老
人想起身，对方示意她别动。

这位年轻人叫夏国栋，是跳磴镇中
心卫生院中医康复科医生、义渡先锋党
员义工队队员。自去年7月开始，他从
中心卫生院党员符书辉手里接过接力
棒，成为田业会家的签约家庭医生。

老人听力不太好。听说她走路时不
小心摔了一跤，夏国栋弯下腰，把嘴凑到
老人耳朵边，问她哪里不舒服。

“左手很痛。”老人说。夏国栋轻轻
按压老人左手手臂，老人表情痛苦。“可
能有点骨折，需要到医院检查一下。”他
拿出自己买的止痛喷剂给老人受伤部位
喷了几下，然后把药送给了她。

“婆婆，你的血压怎么上200了？需
要马上吃降压药，要不然很危险。”夏国
栋在给老人检查血压时，发现异常。

“没有！没有！我从小就没得过高
血压……”老人的话让人忍俊不禁。

夏国栋耐心地给老人讲解健康知
识，让她了解自己的病情。“过几天，我来

取你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帮你办高血压
用药保障手续，报销后自己花的钱不
多。”老人听了点头说好。

老人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因为多
条铁路横贯村庄，公路没法修到家门
口。夏国栋每次去看老人，摩托车只能
停很远，然后背上医疗包，穿过几条铁道
线，爬坡上坎一二十分钟才能达到。

“老人现在这个情况，不能去背她，
需要担架。到时我向院领导申请一下，
看能否把120开过来，用担架把老人抬
上车，去医院照个片。”离开老人家的时
候，夏国栋与老人的儿子商量。

跳磴镇中心卫生院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医院的党员义工队和家庭医生
团队，针对困难群众采取一对一帮扶，为
他们免费治疗和心理疏导，帮他们减轻
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群众交口称赞。

便民挂心间
优化设计方便群众出行

大渡口因为公园众多，有“公园大渡
口”的美称。

近段时间以来，大渡口区城管局在
推进公园建设过程中，反复强调“多听听
群众呼声，多想想怎么让群众更方便”。

区城管局的关切，源于一场意外带
来的启示。

2023年5月，区城管局绿化工程处
在西城佳园小区旁一块荒地上启动“口
袋”公园——“幸福里”公园建设项目。
因施工需要，工人将居民原先通行的一
条小道进行了拆除，准备用草坪覆盖。

一天早上，居民张大爷带着孙子去
上学。为了节约时间，就穿过围挡，走原
来那条小道过去。哪知道，走到半路，张
大爷就摔倒了，脚被扭伤。

“原本好好的路，被施工整坏了，让
我岁数这么大的人去绕远路。现在好
了……”张大爷很生气，打电话让家人赶

来送小孩上学，自己留在原地理论。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闹进了派出所。
“我们修这个公园的初衷，是为了美

化环境，方便你们有地方散散心……”该
处项目负责人、义渡先锋党员义工队队
员龙宇闻讯后，主动找到张大爷，表示将
妥善处理此事。

在处理好张大爷的赔偿事宜后。龙
宇带上监理、施工、审计负责人，去现场
踏勘，发现那条小路确实是通向旁边斑
马线最近的一条路，“按照居民的出行习
惯，这条小路是该保留。”龙宇说。

随后，她把张大爷受伤的事情以及
现场调查结果向局里作了报告。

区城管局决定优化设计方案，保
留原有小路，并进行美化。他们还多
次走访调查社区周边老百姓出行、休
息需求，及时优化设计方案和施工措
施，改变原路线设置，新增出入口和通
行步道。

不到一周时间，一条彩色便道出现
在众人面前。昔日在此受伤的张大爷，
对此深表满意。

这件事之后，区城管局举一反三，要
求局内任何工程动工前，必须充分听取
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尽最大努力方
便群众。

大渡口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区委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四下基层”，
围绕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
织，采取组织交任务、党员领任务的方
式，引导广大党员深入社区、小区、网格
做公益当义工，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
数据核采、关爱老人等方面积极发挥作
用。“有时间做义工”“有困难找义工”，义
工服务在全区蔚然成风。目前，全区义
渡先锋党员义工总队已组建起204支党
员义工分队，1.1万名党员义工活跃在联
系服务群众的一线，带动10.8万名群众
参与志愿服务，彻底打通党建统领基层
治理的“最后一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