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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萌） 今年以来，印江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津街道坚持党建引
领，将文明城市创建与“两清两改两治
理”工作深度融合，以“网格化+责任制”
为抓手，聚焦廉租房周边环境治理顽疾，
创新实施“责任网、治理网、防护网”三网
融合模式，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从“突击
攻坚”向“常态长效”升级，全力绘就“安
全、整洁、文明、舒适”的人居新画卷。

党建引领固根本，精准发力织密
“责任网”。高位统筹明职责。成立以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为组长
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现场指挥、
舆情监测等5个职能小组，构建“党政统
筹、部门联动、网格落实”的三级责任体
系，压实“街道—社区—网格”三级责任
链条，将具体任务细化到岗、明确到人，
确保重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机制创
新促落实。将文明城市创建与“两清两

改两治理”工作纳入党工委重要议事日
程，制定《廉租房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方案》，建立“全面摸排、分类处置”闭
环管理机制，一体化部署文明城市创建
等重要任务，建立“红黄绿”三色预警机
制：红色标记新增违建及乱堆乱放反弹
点，黄色标注逾期未改的问题点，绿色
标识已完成整治的成效点，实现问题整
改全流程可视化管理。全域巡查严监
管。领导小组每日开展督导巡查，组织
党员干部、网格员对廉租房周边进行

“拉网式”排查，重点关注房前屋后杂物
堆积、废弃建筑残留等“两清”难点，以
及私搭乱建、污水直排等突出问题。通
过“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机制，累计
制止新增乱堆乱放93起，拆除违规建筑
20处，从源头遏制环境乱象滋生。

靶向发力提质效，多措并举构建
“治理网”。分类施策治顽疾。推行“宣
传—劝导—整治—提升”四步工作法，
组织街道干部、执法人员入户发放《环
境整治告知书》，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标
准，讲清政策要求，引导群众自行清理

乱堆乱放杂物300余处。针对群众停车
难、充电难问题，划定临时停车位50个、
安装电瓶车充电桩 30组。对拆后空间
实施“微改造”，新增绿化带 3处，让“整
治疮疤”变身“文明亮点”。柔性治理暖
民心。践行“治理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理念，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由各社区党员
干部组建“搬迁帮扶队”，帮助 8户群众
搬运家具、清理乱堆杂物；加大垃圾分
类推行力度，在小区设置分类垃圾桶30
组，组织志愿者开展“垃圾减量·文明加
分”宣传活动，提升居民环保意识。民生
导向优服务。聚焦廉租房小区特殊群体
的生活痛点，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与适
老化改造、困难群体帮扶深度结合，构
建“需求精准识别—服务定向供给”的
民生保障体系。同时，通过增设垃圾清
运频次、完善“定点收集—定时清运—
无害处理”体系，大幅提升日均处理生
活垃圾量，小区环境面貌显著改善。

共建共享促长效，协同助力筑牢
“防护网”。多元宣传聚共识。积极开

展文明城市创建宣传活动，制作宣传海
报 500张，在小区显著位置设置文明公
示栏，引导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
者”。依托线上公众号平台，不定期转
发文明城市创建相关政策知识、倡议
书，不断提高文明城市创建的知晓率，
形成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群防群治
筑防线。建立“街道干部周巡查+物业
每日巡检+群众‘随手拍’”立体监管网
络，开通 24小时举报热线，对群众反馈
的乱堆乱放、污水外溢等问题，实行“接
单—处置—反馈”闭环管理。今年以
来，通过群众举报线索，及时整治各类
环境问题23起，形成“全民参与、全域共
管”的治理格局。考核问效固根基。将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纳入社区年度考核，
实行季度评比制度，对工作推进不力的
社区网格责任人进行约谈。联合住建、
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回头看”行动，重
点核查已整治区域是否存在反弹现象，
累计开展“回头看”7次，巩固治理成果
62处。

龙津街道：党建引领“三网融合”推动环境治理精细化

近日，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道兴
民社区，印江老年大学学员和社区居民分别表演
太极、形体走秀、打金钱杆，搬迁居民参与包粽子
比赛。

兴民社区是印江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安置搬迁群众1918户8762人。近年来，印江扎
实推进东西部协作，与广东省东莞市寮步组团帮
扶携手共进，整合中央衔接资金以及寮步组团帮
扶资金，在兴民社区建设占地21082平方米的就业
创业“孵化园”，改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就业条
件。目前，该孵化园已带动安置点300余名搬迁群
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陈晓岚 摄

移民小区举办
文艺表演包粽子比赛

本报讯（刘春琴 任敏 邹雪庆 王东 文/图） 近
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天堂镇组织全镇干部职工和
28个村（居）党支部书记在洪溪村水稻示范点开展助农
活动。

“大家注意，秧苗要这样插直、插稳，注意间距，太密
了会影响产量，浅水插秧更利于返青。”该县农业农村局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插秧操作，推广优质水稻品种和标准
化种植技术，助力提高水稻单产。

大家挽起裤腿、撸起衣袖，赤着双脚踏入水田中，分
组比拼、测量拉线、固定行道、分苗插秧，随着一株株嫩
绿的秧苗稳稳扎入水田中，田垄迅速披上绿装，勾勒出
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

“弯腰劳作才知农事艰辛，手握稻种更觉责任在
肩。”参与活动的干部感慨道。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农
技学习，更是一堂生动的“初心课”。

农忙时节，在合水镇兴旺村水稻种植示范区，一场别
开生面的实践活动拉开帷幕。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青年
干部到田间地头，与当地群众共同参与“青春助农 科技
兴田”联合插秧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0余名青年干部身着便装，卷起裤腿，赤脚下田，与
农技人员和当地群众一起投入到插秧工作中。从拉线
到插秧，从运苗到培土……干群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
都井然有序。农技人员现场示范教学，手把手指导青年
干部掌握插秧技术要领，确保秧苗插得稳、行距匀。

一次次将秧苗插入泥土中，汗水浸湿了衣背，泥巴
沾满了裤腿。正是这样的亲身体验，让青年干部们对

“粒粒皆辛苦”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对“脚下有泥土，心中
有人民”的赤子情怀有了更真挚的诠释。图为印江农业
农村局青年干部插秧前现场接受培训。

印江组织干部职工插秧

本报讯（李月） 目前，印江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驻村第一书记、驻村队员正
抓紧交接、帮带，确保乡村全面振兴工
作有序开展。

近年来，印江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
明导向，聚焦基层组织建设、村干部队
伍建设和村级产业发展，持续强化工作
措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
成效。

聚焦强基固本，建强农村战斗堡
垒。围绕“五个基本”建设，对标“五个
看”，评定先进乡镇党委2个、先进村（社
区）党组织 38个，识别后进乡镇党委 2
个、后进村（社区）党组织 38个。目前，
已全面完成整顿提升，《新寨镇“三个
三”持续推进“排队抓尾”提质增效》等2
个案例入选全市“排队抓尾、双整双创”
行动案例选编。扎实开展调研评估。
采取实地调查、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
方式对全县363个村（居）“两委”班子运
行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按照“好、中、弱、

差”4个等次对运转情况进行评估，评估
为“好”的 86个、“中”的185个、“弱”的
73个、“差”的19个。持续规范阵地建
设。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整顿提质专
项行动，对村（社区）牌子多、悬挂乱、环
境卫生差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累计
清理各类标识标牌 900余个，规范党群
服务中心标识悬挂126个。

聚焦选育管用，锻造过硬党员队
伍。大力实施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
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围绕“七条
选人标准”“八项负面清单”“六个工作
步骤”，按照每村不低于 2名的标准，通
过全面摸排、结对帮带、精准施策、跟岗
锻炼等方式，培育储备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后备力量 754人。多元培育提质
效。实施村干部能力、学历“双提升”计
划，对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开展全
覆盖轮训，举办村干部履职能力业务培
训班2期，培训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77
名；126名村干部参加学历提升并取得

大专及以上学历，选派17名优秀村干部
赴省内外先进村跟岗学习。从严管理
强纪律。制定印发《印江自治县乡村全
面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管理办
法（暂行）》和驻村干部“六个一律”管理
制度，严格请销假管理和调整撤换，严
格执行驻村干部“四个划转”，充分赋予
乡镇对驻村干部管理和考核权限，常态
化开展驻村帮扶工作督导检查。今年
以来，到村开展暗访5次，调整不适宜担
任驻村干部队伍 28人。高效用才释活
力。督促驻村干部围绕“一宣六帮”工
作职责积极履职尽责，服务好乡村振兴
大局，落实各项帮扶任务。近年来，全
县驻村干部共争取协调项目180余个、
办理实事3000余件；提拔使用或职级晋
升驻村干部43名。

聚焦强村富民，夯实乡村全面振兴
基础。建立“财政支持+金融扶持+集体
自筹”多元资金投入村级集体经济机
制，统筹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8个，支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整合财政衔接资金
1050万元用于扶持壮大15个村级集体
经济项目，实施村级集体经济以工代赈
项目 5个，推动各项资金向村级集体经
济倾斜。强化“三资”监管。建立以农
业部门为主体的县、乡、村三级农村集
体“三资”监管体系，综合采取调研指导
等方式，切实帮助解决农村集体资产

“怎么管、怎么运营”的问题。截至目
前，通过“六条路径”盘活农村闲置资产
项目 66个，盘活率 100%。强化产业发
展。充分发挥强村富民公司、工坊搭建
平台、整合资源、聚合人才、对接市场的
作用，围绕带动集体增资和群众增收，
按照“37321”产业发展思路，打造产业
专业村“一村一品”270个，培育辣椒专
业村87个、茶叶专业村 75个、食用菌专
业村 30个、养殖专业村 68个、其他特色
专业村10个，累计带动集体增资3240.4
万元，带动群众就业8594人。

印江“三聚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付旭艳 黄廷焕） 当前正值水稻移栽黄金
期，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抢抓有利天气，组
织农户有序开展移栽工作。

十字村的田间地头，处处可见村民们辛勤劳作的身
影。他们抢农时，争主动，手法娴熟地将一株株培育茁
壮的水稻秧苗植入水田，从前期精心育苗，到眼下抢抓
最佳移栽时机，每道工序都倾注着村民们的智慧与
汗水。

据统计，今年在十字村集中培育 5000盘水稻秧苗，
两段育秧 3亩，共计可供移栽大田面积约1000亩，主要
用于打造十字村、青球村2个水稻种植示范点。

“我镇全面推进钵盘育秧方式，便于实施标准化水
肥管理、病虫害统防统治，培育出的秧苗健康度高、抗逆
性强，带土移栽时土坨不散，移栽后无缓苗期，返青期
短，利于早生快发，打好增产基础，还能满足机械、人工
等多种移栽方式。”沙子坡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副
主任陈嘉杰说。

今年，沙子坡镇采取“集中育秧+农户分散育秧”模
式，全力保障全镇8000亩水稻种植，切实减轻群众育秧
成本，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益。目前移栽工作
已经全面展开，预计将在6月初全面结束移栽。

沙子坡镇抢抓农时保移栽

本报讯（印板溪） 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农事不宜
迟。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镇的广袤田野，随处可
见村民们弯腰移栽红薯苗的忙碌身影，一株株嫩绿的薯
苗在垄间整齐排列，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当前正值红薯移栽黄金期，板溪镇抢抓农时，推进
“双高”红薯规模化种植，通过科学育苗、示范基地带动
等举措，让传统红薯变身致富“金疙瘩”。

抢抓农时，红薯移栽正当时。“五一”过后，土壤湿
润，正值移栽红薯苗的黄金时节。小毛村“双高”红薯育
苗基地，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绿油油的红薯苗长势喜
人，村民们正忙着剪苗、捆扎、装车，前来订购的农户络
绎不绝。

“今年我们根据用途选择了适合本地特色的加工型
淀粉红薯品种‘商薯19’，这种苗子抗病性强、成活率高，
高产稳产，亩产量可达4000斤至8000斤，仅育苗环节就
带动 20余名村民务工。”小毛村育苗基地负责人任坤刚
介绍道。

科学种植，示范基地忙移栽。在勤丰村“双高”红薯
种植示范基地，村干部与村民正在移栽红薯苗，他们分
散在田间，手持嫩苗，弯腰俯身，动作娴熟地插苗、封土、
压实，忙得热火朝天。种植大户任廷德算了一笔账：“我
今年计划种植120亩红薯，有镇里农技专家指导，采取红
薯大垄双行栽培，比普通栽培法亩增鲜薯500公斤以上，
增产20%以上，收成肯定差不了，预计能增收30万元。”

“红薯移栽时，要做到一平二插三抬头，一般单垄单
行垄面宽按照70公分，大垄双行垄面宽按照100公分,垄
距40公分,垄高20公分进行开沟起垄，选用东西走向，增
强土壤通透性，四周开好边沟及十字沟，做到雨停田干、
排涝防渍。栽后浇足定苗水，防止叶片干枯，确保成活
率。”在勤丰村红薯种植示范基地，镇农技专家任光翠正
在给农户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强化统筹，产业发展有奔头。近年来，板溪镇积极
引导农户种植“双高”红薯，为种植户提供育苗、栽培、销
售等全方位技术服务，每年引进优质品种和先进技术，
推动红薯种植规模化、多元化发展。今年，板溪镇种植

“双高”红薯750亩，涉及农户120户，目前移栽工作正稳
步推进。

板溪镇“双高”
红薯移栽忙

本报讯（印朗）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朗溪镇白
沙大坡辣椒地里，椒农们穿梭于田垄，弯腰查看辣椒苗
长势，一株株幼苗在阳光雨露中焕发勃勃生机。这幅充
满希望的田园画卷，正是朗溪镇党建引领强村富民的生
动写照。

白沙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面对曾经土
地闲置制约发展的难题，将党建工作与农村集体“三资”
清理工作紧密结合。党员干部带头，进入田间地头，逐
户走访调研，累计流转闲置土地1250亩。同时，村党支
部积极与强村富民公司对接，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合作，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如今，基地里辣
椒、双高红薯等农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年实现村集体经
济增收有望突破25万元，实现了土地资源向发展资本的
有效转化。

近年来，白沙村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创新采用“党
支部+强村富民公司+村集体+大户”的发展模式。通过
党员示范带头，引导村民摒弃过去盲目生产的模式，将

“小农户”与“大市场”紧密连接。
“今年我们栽种了辣椒 200亩，双高红薯 300亩，烤

烟 200亩，大豆玉米带状种植 800亩。”白沙村党支部书
记田文波介绍，“相比去年，今年新开垦标准化农田 250
亩，经济作物也从单一种植转变为多种复合种植模式。”

在作物结构优化过程中，村党支部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通过建立劳动力调配台账，依据不同作物生长周期，
科学错峰调配用工，有效缓解集中用工压力；借助风险
评估机制，多品类种植分散单一作物损失风险，推动农
业生产朝着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朗溪镇强村富民公司负责人田仁天感慨道：“我们
与村集体的合作优势互补，村集体对当地情况熟悉，能充
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我们公司则在市场信息、技术和销
售渠道等方面有优势，通过紧密协作，真正把农产品种好
了、卖出去了，也让村民们实实在在地富起来了。”

朗溪镇以村集体为纽带，通过党建引领筑牢发展根
基。村党支部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将产业发展、乡
村全面振兴等内容融入其中，凝聚党员群众发展合力。
同时，整合各类资源探索多元发展路径，在共建共享中
逐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村集体在党建
引领下，从曾经的“空架子”，转变为攥紧资源的“拳头”、
领着百姓勇闯市场的“舵手”。组织力成功转化为生产
力，“集体账”紧紧连着“百姓心”，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
图景正变得愈发清晰可触。

朗溪镇党建
引领产业兴

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