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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长笔谈】

【红 岩 珍 档】

“林家岩水库灌区的1000多米水管需要维修改造，我们村800
多亩地全靠这些水来灌溉。”

“我反映下自来水的问题，每回停水后再来水，都有一段时间
是黄的。”

……
前段时间，来凤街道登凤村大白果树下，干部群众围坐一起开

院坝会。在拉家常、话民生的闲适氛围中，村民们纷纷打开话匣
子。

村民你一言我一语提出的问题，区水利局和来凤街道的包联
干部逐一记录在册，现场剖析原因并制定整改措施。

近日，联系区领导到登凤村回访时发现，院坝会上反映事项已
全部落实到位。村民纷纷点赞：“院坝会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真管
用！”

登凤村饮用水问题的高效解决，得益于璧山区全面推行“三级
院坝会”的生动实践。

针对民情察不准、民意听不真、干群隔层“纱”等问题，近年来，
璧山坚持和发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探索推行“三级院坝会”，推
动区镇村三级党员干部进乡村、进小区、进厂区，和群众同坐一条
板凳、同议一个话题、同解一批难题，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认同感。

“四下基层”关键在下、根基在民、价值在效，这也是“三级院坝
会”的内在逻辑和一贯导向。

关口前移、力量下沉，是将矛盾问题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
在小的好做法。璧山变“群众上门找”为“干部下沉接”，分级分类
明确召开院坝会的“周期表”“任务书”，区级专班定期调度、台账管
理、督查通报，对表现优秀、业绩突出、口碑公认的干部，在教育培
训、提拔重用、评奖评先等方面予以倾斜，促使干部真下真访、真干
真为。

交流“面对面”、形式“接地气”、互动“掏心窝”，更能激发群众
参与热情。璧山做实结对联系、民情走访、政策落实“三到户”，建
立院坝人员、心愿、资源“三张清单”，选定问题复杂、矛盾突出、工
作滞后的地方召开院坝会，不定主题、不拘形式、不限人数，半数以
上时间交由群众反映问题、提出诉求，切实摸透情况、找准问题。

群众满不满意，就看问题解没解决。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诉
求，璧山依托“141”基层智治体系，建立现场立办、镇街承办、区
级联办机制，逐项明确责任主体、经办人员、办结时限，“多跨”问
题纳入区委“三级院坝会”问题办理系统，由牵头区领导和职能
部门合力推进，办结事项及时反馈，打造“问题收集—研判交办
—协商办理—督查督办—办结反馈”工作闭环，确保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结果。

同时，注重开展“回头看”，全面梳理多发问题、高频事项，复盘
总结经验做法，力求从“解剖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跨越。
目前，全区累计召开“三级院坝会”6826场、解决问题7209个，群众
参与率和认可度均高于90%。

一串串数据，印证着锤炼干部作风、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执政
根基的“蝶变”。

我深切体悟到，“四下基层”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重大创举，“三
级院坝会”是弘扬“四下基层”的有效载体。党员干部“沉下去”、民
情民意“聚上来”，问题靶子才能“立起来”、干群关系才能“暖起
来”，业绩成效更能经得起检验。我们将迭代深化“三级院坝会”，
联动“积分制”“赛马比拼”等做法，谋划“三级院坝会问题处置一件
事”应用场景，让惠民强企更智慧更高效、党群干群更密切更融洽。

“三级院坝会”解决群众“关键小事”
璧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永胜

国共二次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重庆有多重身份，党内秘密身份
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公开身份是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国民政府为周恩来专门配备了一辆黑
色雪佛兰小车，车牌号为“国渝1247”，但他从来没把这辆车当作
个人专车。

当时的重庆，交通极为不便。因为工作需要，办事处的同志们
经常需要往返于城区和红岩村之间。因此，周恩来特意嘱咐办事
处，尽可能地为大家提供方便，有需要的同志均可以使用这辆车。

每逢要进城办事，周恩来总是要在办事处楼内的过道口喊几
声：“有没有要进城的，一块走哟。”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盛
况”：大人小孩、战士干部，还有“车主人”周恩来都挤进车里，一路
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由于专车不专，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岩小
公共汽车”。

同时，这辆小轿车还承担着接送到红岩村办事处汇报工作的
地下党同志和重要客人的任务。由于周恩来的专车向来是特务们
重点盯梢的对象，每当小轿车向城内方向行进后，沿途的监视电话
就逐站向下报告：“1247进城了。”明知有特务长期跟踪，这辆小轿
车却毫不在乎，经常是驶到一个路人不多的地方，然后突然停车，
打开车门，“乘客”携行李扬长而去。等到特务们闻讯赶到时，车子
早就开远了，被接送的同志也安全离开。

有一次，周恩来还用这辆小汽车保护了小报童免受反动特务
的欺辱。

一位原《新华日报》报童回忆过一件往事：“一天，我在大街上
叫卖《新华日报》，报纸很快就卖完了，一名特务就来抓我，我拔腿
就跑。就在特务快要追上我的时候，‘1247’这辆熟悉的小轿车在
我面前一个急刹。只听得周副主席一声吆喝，我立即上了车，特务
在车后干瞪眼。在车上，周副主席问我今天卖了多少份，平时生活
是否习惯，有哪些困难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说，困难肯定
是有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是合法的报纸，特务们只能欺负你们
这些小孩子，你们能躲就躲，不要去招惹他们。周副主席让司机先
送我回了报馆，随后才离开。事后我想，要是没有周副主席，又免
不了特务对我的一顿暴打。我只有多卖几份《新华日报》，才是对
那些可恶特务的最好反击。”

专车不专用的“红岩小公共汽车”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活动室晚上关得太早了，能不能延
长到八点半？”

“娃儿要做作业，你们放起音乐唱
歌，声音太大了，八点差不多了哟！”

……
前不久，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驿都

社区天盈小区，驿都社区亲邻党群驿站
正式揭牌投用。当天，来了很多小区居
民，驿站内外热闹非凡，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有需求当面提，有事情摊开说。

把党群驿站建在小区里，打通联系
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是重庆高新区白
市驿镇以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的创新之
举。

近年来，白市驿镇以“高新白市·驿
路红领”党建品牌为主线，探索打造“高
新白市·驿路共治”基层治理品牌，通过
建阵地、强组织、创品牌，将群众矛盾化
于源头、止于起始，让群众从旁观者变
为参与者、管理者，激发基层治理的活
力。

建阵地
服务在驿站，有事立刻办

驿都社区亲邻党群驿站依托天盈小
区活动室打造，100多平方米的场地，设
置了“亲邻服务”网格岗、亲邻易物台、居
民议事厅、休闲娱乐厅，集邻里说事、生
活服务、易物交换、休闲娱乐于一体，麻
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刘贵全是小区合唱队的骨干，常常
在活动室唱歌。经过装修改造，活动室

“摇身一变”成为党群驿站，揭牌当天，他
也赶来凑个热闹。

看着明亮整洁的环境，他心里美滋
滋的，但有一点却不是很满意：“吃完晚
饭出来，大家聚拢都七点多了，搞不到好
久。”走到“亲邻服务”网格岗前，他向网
格员赵铭洪建议——关门时间推迟半个
小时。

有人赞同，也有人不同意，于是就出
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不着急，大家好好商量！”赵铭洪一
边耐心劝说，一边把天盈亲邻党支部书
记齐光福和小区物业公司经理都叫过
来，共同参与协商。

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党群驿站的开
放时间延长至晚上八点半，但延长的这
半小时，合唱队不放音乐，唱歌轻声唱，
尽量降低对周围邻居的影响。

这样的结果，兼顾各方，皆大欢喜。
“看似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小

区居民的‘心头事’，我们一件也不能‘小
视’。”驿都社区党委书记张娅姗说，党群
驿站投用后，每周工作日，5名网格员会
轮流到驿站值守，方便小区居民咨询、反
映问题，提出建议和诉求，并第一时间为
他们排忧解难。

如果遇到大事，党群驿站还打造了
“怡起来商量”协商议事平台，由党支部
确定议题，在每月逢十的“居民议事日”，
邀请社区干部、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党
员代表、小区居民代表围坐一起协商议
事。

“小事不由一家言，大事需要众人商”，
让小区居民真正有了“当家人”的感觉。

党群驿站投用后，社区还将社保办
理、高龄老人补贴等居民高频事项办理
的帮办代办下放，居民如有需要办理的
事项，能及时向值守的网格员求助。对
有特殊需求的居民，网格员还能提供上
门服务，全方位实现“服务在驿站、有事
立刻办”。

“事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讲、题有人
去解、难有人去帮，大家从‘一盘散沙’变
得有了‘邻聚力’。”68岁的齐光福，既是
小区党支部书记，也是小区居民。小区
的点滴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强组织
成立联盟化解物业矛盾，小

区实现由“乱”到“治”的蝶变

小区道路干净了，绿化变好了，路灯
全部亮了……位于白市驿镇驿站社区的
渝水坊二期小区，如今“颜值”发生了大
变化。

眼见这一切，59岁的小区居民李应
凤欣慰不已。然而，回到一年前，说起自
己的小区，没有一个居民不摇头。

渝水坊二期小区于2015年建成交
付，有常住居民 800多户、2600多人。
2022年10月底，因物业撤场，小区环境
脏乱差，居民怨声载道。有的居民甚至

怒气冲冲到社区去讨说法，在现场吵翻
天。

转机，出现在“红领物业联盟”成立，
新物业公司进场后。

2023年4月，白市驿镇积极探索党
建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基层治理的
新路径，引导辖区23家物业公司联合成
立“红领物业联盟”。

“成立联盟的目的，是强化组织作
用，对会员单位开展业务指导，加强行业
自律，协调解决业主、业委会和会员单位
之间的物业矛盾。同时，通过成立功能
型党支部，引导物业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白市驿镇物业管理岗负责人胡杰
说。

在联盟和社区推动下，渝水坊二期
小区进行物业公开招标，联盟会员单位
明灏物业公司中标进场。

“刚进场时，有的业主抵触情绪仍
很大，认为我们干不了多久，又会撤场
走人。”明灏物业公司总经理杨东明坦
言。

此前，小区业主和上一家物业公司
矛盾大，拒不交物业费，物业收费率仅有
20%。小区物业管理陷入恶性循环，也
直接导致该物业公司撤场。

明灏物业公司进场后，立马就行动
起来，从“看得见”的环境治理入手，清除
枯枝败叶，移栽补种绿植，清运生活垃
圾，维护小区监控，修复户外路灯……一
个月的时间，小区“脱胎换骨”，开启“美
颜”模式。

“一户一表”，是小区的历史遗留问
题，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没有缴纳安装
费，这一改造工程迟迟未启动。

梳理了问题症结，“红领物业联盟”
找到镇政府、区级部门出面沟通协调，与
电力公司多次协商，最终敲定以先安装
再缴费、分期付款的方式，让小区完成了

“一户一表”安装。
随后，电梯故障停运、消防管道爆裂

跑水、地下车库“晴天灰、雨天泥”……一
件件遗留问题得以解决，物业公司也一
点点挽回了民心。

不仅如此，小区还成立了“渝水情”
功能型党支部，物业公司员工和小区居
民共42名党员加入其中，带头参与治安

巡防、环保护绿、文明监督、文化宣传等
服务，让小区实现由“乱”到“治”的蝶
变。

为弘扬孝善文化，2023年11月，物
业公司还与驿站社区、白市驿镇养老服
务中心三方协作，打造了驿站社区养老
服务站暨驿家社区食堂，提供养老、助
餐、救助、理疗、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咨询
等服务，让居民有了更大的获得感、幸福
感、认同感。

“小区变好了，我们的物业收费率也
从20%提升至90%以上。”杨东明说。

创品牌
摆“龙门阵”主动靠近，“对症

下药”精准服务

“平姐，又来了呀，来坐！”“余书记，
我的社保办好了，感谢你哟！”1月2日，
白市驿镇松岭社区党支部书记余平到辖
区的荷花池小区走访。

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到荷花池小
区，这条只需走十来分钟的路，通常，她
要走一个小时。

“一路上看到哪个，我都喜欢摆谈两
句，这种方式轻松随性，能更好地了解大
家的情况。”余平说。

在荷花池小区，没人不认识余平，也
总是对她热情相待。若是倒回到六七年
前，却是两副模样——她主动打招呼，小
区居民不搭理她，有的甚至还给脸色看。

松岭社区是白市驿镇最年轻的社
区，2016年4月开始筹建，2017年2月正
式运行。

不过，这个新社区的人员构成较为
复杂：2个安置房小区共1600多户，多
为白市驿及周边的“农转非”人员；2个
新建商品房小区，共400多户，居民结
构多元化；汽摩城、物流市场等专业市
场，共1000多户，80%都是浙江、福建
等外来创业就业人员。群众对社区没
有归属感，要搞好群众工作，面临不少
挑战。

荷花池小区是安置房小区之一，从
农村到城市，很多“农转非”居民不仅生
活上不适应，心理上还对故土饱含依恋。

“特别是小区老人多，儿女不在家，
他们心里空落落的，就喜欢三五成群扎
堆在楼道里，东家长西家短摆龙门阵。”
有着20年社区工作经验的余平，调任松
岭社区后，很快找到了融入群众的突破
口。

那时，她隔三差五就往荷花池小区
跑，厚起脸皮去跟“老辈子”们扎堆套近
乎，在摆谈中了解掌握各家各户的情
况。即便没得到有效信息，至少混了个
脸熟。

“挨家挨户去敲门采集信息，他们或
许会心存芥蒂，甚至会有所保留。在路
边轻松摆谈，你多关心他们几句，多引导
他们几句，他们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敞开
心扉、倾吐心声。”余平说。

渐渐地，“平姐龙门阵”逐渐发展成
松岭社区基层治理品牌，并且“平姐”的
队伍不断壮大。

社区党组织打头、党员带头，志愿
者队伍全面推广“摆、聊、解、结”群众工
作方法，主动靠近群众找问题，摸清问
题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精准服务
群众。

比如，聚焦“一老一小”家庭核心人
员，实施“宝贝计划”——通过开展“夕阳
课堂”“幸福来敲门”等主题网格行动，增
强“老宝贝”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依托专
业社工机构，推出“党建聚爱 驿伴童
年”系列活动，为“小宝贝”定制“伴童
年 助成长”服务项目。

针对“农转非”居民和外来创业就业
人员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和人文烙印，
举办“聚爱松岭 社区邻里节”等活动，
营造社区邻里守望的和谐氛围。

……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

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加快推进党建统
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改革，切实把精细化
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做到群众‘心
坎上’，才能更好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重庆高新区将进一步提升基层智治
体系实战能力，打造“老杨群工”“驿路共
治”等基层党建品牌矩阵，加快形成党建
统领、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
基层治理格局。

社区建党群驿站，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重庆高新区打造“高新白市·驿路共治”基层治理品牌的探索实践

▲2023年10月12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白市驿镇驿站社区
养老服务站，居民正在享用美食。

本组图片均由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2024年1月2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白市驿镇松岭社区，
社区书记余平（右）到辖区的荷花池小区入户走访。

▲2023年12月6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白市驿镇驿都社区亲邻党群驿站，网格人员正在记录居民提出的需求和建议，并第一时
间为他们排忧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