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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
元，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
路灯亮不亮，电梯稳不稳，家里有
事找谁，邻里纠纷咋办……面对
千头万绪的民生小事，永泰用党
建“绣花针”穿起了基层治理的千
条线，在精准服务中有效激活基
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发挥能人力量
激发基层活力

“我的车又被堵得出不去
了！”前阵子，家住樟城镇北门社
区安福小区的业主老董满脸愁
容。他家车库门口的停车位划线
不够规范，导致他的车经常无法
正常出入，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
不便。

老董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
最终都无功而返。他又找到社区
党委，希望社区能出面协调解决，
但经过前期多次调解，双方都不
愿让步，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可
能。

面对这一不稳定因素，社区
党委立即向退休法官林金梅寻求
帮助。作为社区特邀的“金牌调解
员”，林金梅详细了解情况后，运用
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从双
方角度和利益出发，进行耐心劝
导，仅用一个小时，双方就达成和
解，物业取消了不规范的划线，老
董脸上也有了笑容。

在永泰，越来越多的小区“能
人”活跃在社区、小区工作中，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注入活
力。据介绍，永泰深入实施“万名
干部下基层”行动，鼓励党员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积极投身基层治
理工作，引导 3088名在职党员到
居（租）住小区参与志愿服务，带
头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红色楼
道长，牵头成立 21 支“能人服务
队”、组建10个离退休老党员党建
工作室、选配 676名红色楼道长、
培育109名党员治理骨干，有效提
升了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效能。

织密治理网格
居民幸福满格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广场舞在葛岭镇方广社区的
各个角落“遍地开花”，由此产生
的音量过大、持续时间过久等噪
声扰民问题时有发生。“我被舞蹈
音乐吵得一到傍晚就开始头疼，
多次沟通也没有解决。”黄依姆一
家深受其扰。很快，有类似情况
的居民陆续在小区网格微信群反
映该问题，引起了小区红色网格
员谢海珊的重视。

谢海珊放弃晚上休息时间，
通过连续几天的实地走访后，将
情况反馈至社区，并邀请县环保
部门、镇党委、派出所、社区、物

业、居民代表、广场舞负责人等协
调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她悉心沟
通、阐明利弊，并协调物业提供一
块不影响居民休息的场地供广场
舞群众使用，最终问题得到圆满
解决。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居民矛
盾纠纷千头万绪，针对此，永泰积
极建强小区、网格党组织，推动全
县 136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与 714
个网格党组织结对共建，在网格
微信群共收集社情民意112条，解
决网格热点难点问题 93件，做到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聚焦急难愁盼
共享党建资源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每到下午放学后，一阵阵稚嫩清
脆的读书声就从樟城镇南门社区
党群服务站的“四点半课堂”传出
来。

课堂上，永泰县党史方志室、
科协等单位党组织的党员志愿者
带着孩子们一起读经诵典，他们鼓
励孩子们主动分享交流自己的读
书心得，营造了浓浓的书香氛围。

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是许
多上班族家庭面临的难题。据南
门社区党委书记张水如介绍，针
对这一问题，社区充分利用党群
服务站资源，瞄准群众需求，丰富
服务内容，开设了“四点半课堂”，
引导专业机构、共建单位、志愿者
等群体各施所长，丰富小朋友们
的课余生活，守护孩子成长。

“‘四点半课堂’办得太好
了！以前家里的娃下午放学后不
知道去哪，‘四点半课堂’很好地
为我们填补了这两个小时的‘真
空’。”在南门社区附近工作的陈
女士说。

过去一年，永泰县牢牢把握
为民服务主线，以“四规范五优
化”目标推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体系功能建设，扩大“一老一幼”
服务覆盖面，推动 32件民生类高
频事项下放中心。同时积极整合
小区架空层、闲置房屋、便民服务
点等活动场所，构建区域统筹、条
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
市基层治理工作新格局。

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永泰深化党建引领，通过精准服务构建工作新格局

本报记者 叶欣童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
员 邱斯静）“学生们下课没地方
去，能不能开设一处四点半课
堂”……近日，连江县丹阳镇丹阳
街社区居民议事厅里，党员和居
民代表就大家近期关心的热点问
题展开交流。

丹阳街社区位于丹阳镇区中
心，属省定老区基点村之一。社
区居民多、外来人员多，但工作人
员少，如何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
公里”？

去年，丹阳街社区党支部在人
流集中的老街设立居民议事厅，汇
聚无职党员、热心居民等先锋力
量。“我们每周定期组织党员、居民
代表召开居民议事会，让群众事有
地方说、题有人去解、理有地方讲、
难有人去帮。”丹阳街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林恩告诉记者，
为实现上述目标，社区还特意在

“居民议事厅”设立了建言献策簿，
在镇区建设停车场，就是群众在居

民议事厅提出来的建议。
原来，丹心路是镇区主要街

道，每天骑电动车接送学生的家长
们常把这条路挤得水泄不通，也带
来安全隐患。经过“居民议事会”
一番商讨后，修建停车场被列入丹
阳镇重点整改问题清单。在多方
关注下，停车场于去年11月完工，
方便大家出行，学生上下学也更安

全，得到居民纷纷点赞。
“目前我们已经召开社区议

事会议 12 场，解决民生实事 13
件，切实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
成‘幸福账单’。”林恩说，依托居
民议事厅收集到了不少群众诉
求，他们下一步将升级改造党群
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更多生活
便利。

把问题清单变成幸福账单
连江丹阳镇居民议事厅汇民情解民忧

有没有人做志愿服务把嫁妆
都“贡献”出来的呢？有。在福清
市龙江街道天宝社区，一架有些
年头的缝纫机静静摆在小区便民
服务站一角，这是退休老党员李
秀英的嫁妆，“放在这里，平时给
小区居民缝改衣服也方便”。

今年 73岁的李秀英，退休前
是福清渔溪民乐中学的老师，有
着28年教龄。她退休后搬进天宝
社区龙江壹号小区，开启了风风
火火的“再就业”，成为小区家喻
户晓的“李老师”。日前，记者走
进天宝社区，了解她的故事。

李秀英的“再就业”始于 2018
年。那时候，她刚搬进龙江壹号
小区不久，就把党组织关系转到
了天宝社区，想着能为社区做点
事。

做什么好呢？社区里的幼儿
园引起了她的注意。“幼儿园下午
4点多就放学了，家长一般要 5点
多才下班，中间这段时间让不少
家长头疼。”了解这一情况后，李
秀英找到天宝社区党总支书记林
继辉，说自己退休前是中学教师，
有经验，可以帮忙照看。林继辉

一听，这是好事，不仅同意了，还
为她在小区里找了场地，并买了
桌椅。

2020年，天宝社区成立离退休
党支部，李秀英担任支部书记。次
年，李秀英党建工作室成立，她成
了社区银发志愿者的带头人。常
和李秀英接触的天宝社区党务员
陈玲说，社区每个月都要组织好几
场志愿活动，场场都离不开李秀英
党建工作室的志愿者。

“李老师不仅关心小的，还关
心老的。”陈玲说，社区何阿姨就在
李秀英的关心下胖了2.5公斤！原
来，何阿姨早年丧偶，儿子又在外
地，平常吃得随便，所以骨瘦如
柴。前段时间摔了一跤，多亏李秀
英及时发现，送到医院，缝了4针。

处理完伤口，李秀英又悄悄
打电话给何阿姨的儿子，建议他
送神志不是特别清楚的何阿姨到
附近的养老院。何阿姨到了养老
院，李秀英还不放心，加了护士的
微信，不时询问何阿姨的情况。

李秀英当了 28年老师，有威
望，社区的“老街坊”茶叙室就是
她调解邻里矛盾、家庭矛盾的“主

阵地”。有时一句无心的抱怨，也
能让她找到服务群众的切入点。
在茶叙室，有老人抱怨门口没公
交车站，每次坐车都要走好远。
李秀英一听，就去实地考察，发现
确实如此。

于是她找12345反映，找交通
运输局退休的老同志一起想办
法，忙前忙后。最后，说要社区写
申请书，李秀英又一次找到社区
书记林继辉。林继辉一听，是好
事，照办了。

申请书写好了，连陈玲心里
都没底，没等她再去跟踪落实情
况，社区门口就多了一个公交站
牌！“原本只有819一路车，前几天
又多了一路859。”

陈玲说，要说李老师为社区做
的事，她能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
但更让她感动的是李秀英的学习
精神。李老师有三四本笔记本，满
满当当记录着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的学习成果。她还有一本专门记
录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笔记，事无
巨细，连陈玲都自愧不如。

前不久，李秀英还参加了市委
老干部局举办的全市离退休干部党

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退休了还有
机会参加培训，与大家交流，我从心
里感到高兴。”李秀英说，这样的关
心让她更添学习动力。

“有人说我是不是拿工资了，
才干得这么起劲？我也不理他
们，我开开心心干自己的事，问心
无愧。”李秀英说，作为老党员，能
尽己所能做点事，当然义不容辞，

“何况社区还这么支持我”。
天宝社区非常“年轻”，2017

年底才成立，里面住的很多都是
“新福清人”，其中不少是因为福
清核电站建设落户的外省人。在
林继辉看来，李秀英等银发志愿
者就是基层治理可以倚靠的重要
力量，“社区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得
到了她们的支持”。

退休老党员社区“再就业”
本报记者 冯雪珠 通讯员 李敏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王圣洁）
近日，“学思想 建新功”——“长说习语”示
范宣讲进校园活动在长乐华侨中学举行，
200余名学生现场聆听宣讲，感受奋进力量。

活动现场，来自长乐华侨中学的宣讲员
阿丽米拉通过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图片和视
频将一个个民族团结故事娓娓道来，为大家
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

随后，来自长乐区融媒体中心的宣讲员
孟浩波以《践行“四力”做新时代好记者》为
题，以小故事抒发大情怀，带领听众感受新
闻工作者奔走一线、为长乐建设添砖加瓦
的坚实力量。现场，还有来自不同岗位的
多名宣讲员结合工作生活实践，讲述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心得体会，从不同的视角，运用多种形式，
展现了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
的赤诚、对工作的敬业。

“这场宣讲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要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在青春的赛
道上奋力奔跑，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学生纷纷表示，要从本
场宣讲中汲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力量，争当
爱党爱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本次宣讲活动由长乐区委主题教育办、
长乐区委宣传部、长乐区直机关工委、长乐
团区委主办。

“党建+林长制”
促进“林长治”
本报记者 蓝瑜萍

昨日一早，山林中寒风料峭，永泰清凉
镇党员护林员马家钗穿着红马甲，带上扑火
工具、便携喇叭，穿行在熟悉的山间小径，对
山火隐患进行详细排查。

深山里，一名党员护林员，就是一面战
旗。“当了 20多年护林员，巡山虽苦，但自己
是名党员，理所应当挑起担子。”在马家钗的
带领下，所在林区没有发生过重大火灾。

近年来，福州大力推行“党建+林长制”，
设立四级制度体系，动员各级林长和广大党
员深度参与林业生态建设，打造专职化护林
员队伍。目前，全市林区划分网格 2356个，
配置专业护林员2235名，实现森林资源网格
化管理全覆盖。

与此同时，我市在全省创新推出“一林
一长一警一员”管护机制，联合公安部门，群
策群力。“警长体系的补充，主要是为用好执
法力量，加强行刑衔接，加大查处效力。”市
林业局林长办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跨部门
协作，如“林长+警长”“林长+公检法”等机
制，充分发挥效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推行“党建+林长制”过程中，数字赋能
同样是福州特色。当前，我市全面推进“森
林资源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平台”建设，建立
12个护林巡护调度中心，通过前端巡护APP
与后端林长制智慧管理平台联动，与 149台
无人机相配合，形成“人机结合、天地一体”
立体巡护新模式。

眼下，随着林长制工作的深入推进，福
州各地涌现了不少工作机制领域的创新探
索：闽侯创新构建护林巡护“第三方运营模
式”，并代表福建省在国家林草局会议上作
典型介绍；永泰创造性推出“古树名木+保
险+二维身份码+司法保护+微公园”等系列
举措，让每株古树枝繁叶茂、焕发新生机。

林业局林长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
市正不断探索、实践，推深做实林长制，以党
建引领，打出一套“组合拳”，筑牢绿色发展
根基，全力打造林业生态建设“福州样板”。

长乐一线故事进校园

宣讲活动现场。通讯员 王圣洁摄

关于福州市第二总医
院妇幼保健院拟重新
认定原居住鼓东路宿
舍职工房改购房资格
名单（第一批）的公示

通过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福州市不动产登记
和交易中心对涉及我院原居住于鼓东路
宿舍的职工及其配偶是否享受福利房、住
房补贴和租住直管公房等情况进行查询，
经我院审核，谢琳如、马学兰、仲月瑛、李
惠贞、吴华椿、王孙平、郑捷雄、李松涛、郝
志强、林碧英、陈秀云、林玉华等第一批12
人符合房改购房资格，现予以公示，公示
期自 2024 年 1 月 10 日至 2024 年 1 月 16
日。如有异议，请于工作时间内向福州市
第二总医院妇幼保健院反映，电话：0591-
83308755。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调查异
议不成立的，予以上报上级部门审批。

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妇幼保健院
福州市妇幼保健院
2024年1月10日

金牌调解员林金梅（右三）调解居民纠纷。（北门社区供图）

李秀英李秀英（（右一右一））与社区志愿者交流志愿服务工作与社区志愿者交流志愿服务工作。（。（天宝社区供图天宝社区供图））

新榕语丝

居 民
议事厅里，
党 员 和 居
民 代 表 就
近 期 关 注
事项交流。

邱斯静摄

社区能人，放在过去叫“乡
贤”。当农耕社会更迭至网络时
代，虽然时代迥异、背景不同，但
能人作为“领头羊”，在社会基层
治理中拥有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
视。特别是在城市人口加速聚
集，而基层工作力量有限的当下，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需要群众的
力量，尤其需要能人的力量。

社区是个百宝箱、人才库，
社区里的能人，有的是退休的老
干部，有的是在机关单位任职的
党员干部，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骨干力量。他们通过立足自身
职业所长，发挥资源优势，用好
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就能有效化
解治理难题。特别是碰上“对
口”的能人，比如让退休法官做
调解工作，让退休老师带孩子上
课，做起事来有经验、有威望，问
题解决起来事半功倍。

社区不乏能人，但要真正挖

掘出来并让他们参与基层治理，
还需要社区方面的支持。有的地
方积极搭建载体，鼓励建立能人
工作室，发掘并动员有能力有特
长的社区居民站出来，给能人提
供了可以根据不同喜好、特长选
择的服务阵地。另一方面，对于
能人代表群众所反馈的热点问
题，需要积极响应，让建议真正落
到实处，才能激发能人参与治理
的积极性。在“李老师”的故事
里，我们看到，社区党总支书记多
次积极响应，成了老党员尽心尽
力为社区奉献的重要动力。

民之安乐皆由治。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就是要着力解决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而居民是最了解、
最关心社区发展的人，通过在居
民中挖掘和培养能人，就能带动
更多居民自主参与社区治理，发
挥自治力量。

挖掘社区能人 发挥自治力量
阿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