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汾阳市：

阵地焕新 服务升级

山西省汾阳市坚持把规范提升村（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作为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性工作来抓，

认真对照《吕梁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指

南》，扎实推进“三个一批”党群阵地规范提升行

动，推动党群阵地全域达标、为民服务全面升级。

调研摸底，全面覆盖。 汾阳市委组织部对全

市 166 个村进行全覆盖摸底调研， 实地查看、详

细了解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运行现状，形成《汾阳

市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电子台账》。 针对面积狭小、

年久失修、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出台

《汾阳市规范提升村级党群服务阵地实施方案》，

对阵地建、管、用全流程提出细化要求、作出具体

指引。

阵地面貌，全面提升。 按照“示范一批、规范

一批、提升一批”的思路，通过“村级自筹、市级奖

补”的原则，分级分类确定奖补标准，对 65 个村

进行提升改造，其中示范类 4 个、规范类 30 个、

提升类 31 个， 推动全市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全部

提质达标。

功能划分，全面升级。统一规范悬挂“一徽一

标四牌”，优化整合现有功能划分，健全完善办公

议事、党群活动、教育培训、便民服务、文体娱乐

等各类功能，构建集“党群、政务、文体”于一体的

一站式服务平台，把有限场地更多用于满足高频

服务需求，全力将阵地打造成为服务有心、治理

有效、凝聚有力的“幸福温暖家”。

惠民服务，全面优化。 推行“一窗受理、帮办

代办”等便民举措，指导各村党组织建立覆盖全

村事务、全村群众的清单式服务制度。 严格落实

村“两委”干部轮守值班 ，公开工作人员每日去

向、联系方式、值班安排。 以重要节日为契机，常

态化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实现党群服

务阵地大门常开、场所常用、活动常办、群众常来

（文旭）

山西省平定县：

充电价费分离

破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

“电动自行车充电电费由原先的商业用电费

用降为居民合表电价，相比较改造前降低了 30%

的费用，老百姓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全全用电，既

享受了实惠，又确保了安全。 ”

为切实从根子上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过程

中易发的火灾事故隐患，解决群众充电难、充电

贵的民之关切，山西省平定县率先推动“价费分

离”政策落地，实现充电费用直降 30%，打通群众

使用电动自行车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据介绍，平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同县供电部

门就落实《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有

关事项的通知》商讨推进措施，在经营户电费资

费变更，充电桩接电报装环节实施绿色通道。 同

时， 直接对接县域范围内 40 余家物业公司，8 家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运营单位，通过召开电动自行

车充电桩改造工作会、个别沟通、现场指导等多

种形式宣贯电动自行车充电环节价费分离政策，

明确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此项措施。

此举，既实现群众方便充电、便宜充电的目

的，又可取缔飞线充电、入户充电两个安全堵点。

“自家院里有了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的规范式充

电桩，群众将不再搭天线进楼道自行充电，从根

本上杜绝了火灾事故的发生。 ”平定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 平定县 16 个小区 50 台充电桩，

506 个充电端口实现了价费分离，电价执行。下一

步，平定县将争取 9 月初全县 47 个小区 388 个便

民充电桩，2120 个充电端口具备升级改造条件的

全部实现价费分离， 让电动自行车充电高效、便

捷、安全、实惠，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张嘉豪 赵瑞）

资料图片

近年来， 山西省安泽县坚持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

抓手，在建强队伍、完善机制、创新模式上精准发力，整体推动村集体经济驶入健康发展

的“快车道”，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增添不竭动能。

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学

的是百年如一的“为民情怀”，行

的是心系群众的“责任担当”。 今

年以来， 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始

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主动融入

省市县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发展

大潮，全镇确定首批建设 2 个精品

示范村、6 个道路沿线重点人居环

境整治村， 通过宣传引导聚干群

合力、环境整治靓乡村底色、产业

发展谋振兴惠民， 切实将学习践

行“千万工程”经验转化为“宜居

宜业新平城”建设的生动实践。

广宣传、强引导

上下联动聚“干群合力”

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以

来， 平城镇始终坚持把“群众力

量”纳入到工作全过程，组织党员

干部以身作则， 带头做好违建拆

除、房前屋后环境整治等工作，积

极利用微信群、村内大喇叭、拉宣

传条幅标语、网格员入户等方式，

宣传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的

重要意义，与群众面对面，充分听

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具体诉求，讲

清讲透政策， 督促村民搞好自家

卫生、爱护公共环境，引导群众由

“被动整治”到“主动自治”进行转

变， 为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奠定群

众基础，形成“人人知晓、全员参

与”的工作格局。

治环境、增颜值

因地制宜绘“乡村底色”

全面抓统筹， 高标准明确工

作任务。镇党政领导牵头，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 深入 2 个示范村和

6 个重点村进行实地调研， 召开

现场会，逐步看、逐项说，主动发

现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

和完成时限， 严格落实日调度工

作机制，督促各村对标台账、因地

制宜全面整改。

对标抓重点， 高质量推进问

题整改。 6 个重点村严格对标整

改台账，对村内的残墙断壁、生活

垃圾、草木落叶等进行清理，对道

路沿线的塌方路基、 破损路面等

开展治理，并进行绿化美化、栽花

种草活动， 促进各村村内环境和

道路沿线环境的提档升级。

聚焦抓精品， 高品质靓化村

居环境。 在对道路沿线进行整治

提升的基础上， 秦家庄村完成了

村委大院硬化铺油、 日光乡居民

宿改造、亲子乐园建设、街道美化

绿化和立面提升等工作； 杨寨村

完成了背街小巷铺油、 文化广场

修缮、七树湾小区停车场建设、主

街道路绿化等工作， 群众生活环

境进一步靓化。

截至目前，全镇共完成了 184

处 17181 平方米违章建筑、 破旧

房屋和残垣断壁的 无 偿 拆 除 ，

33830 平方米绿化带修剪、4300 米

河道的清理、16000 平方米路面的

修 复 、1900 米 路 沿 石 的 安 装 、

70200 平方米墙体风貌的提升、

1530 米污水管道的铺设等工作，

推动了村庄人居环境的持续增

“颜”、提“质”、升“品”。

优产业、促发展

以点带面谋“振兴惠民”

头雁启新程， 农旅融合抱团

联建。 发挥秦家庄村“农旅融合”

助力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作用，

整合石井“古村探游”、德义“鲜果

市集”、庞家川“文化商街”、柳义

“连翘大道”、 新村“窑窑乡风”、

西脚“生态油牡 ”、鲁山“郝经故

里” 等特色发展资源， 探索推行

“1+7” 区域共建新模式， 八村联

建，发展共商、产业共融、成果共

享， 进一步拉动集体经济的增收

提效。

强雁鼓干劲， 与企合作扩面

增效。 立足辖区内企业众多的实

际， 平城镇积极发挥杨寨村引企

而兴、 走出强村活企富民发展道

路的“先驱作用”，以点带面，把与

企合作共建发展模式向全镇驻地

企业进行延伸覆盖，东街、后河、

原庄、 新村等 15 个村以资源、资

金入股方式与驻地 19 家企业进

行合作获得分红收益， 让资源变

资本、资金变股金，依托产业发展

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群雁共协作， 互利共赢惠民

而行。 为了更好地助力辖区企业

发展，平城镇党委、政府积极协调

行业部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各

企业也主动参与到镇、 村建设发

展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绿

之金制药”为驻地群众送戏下乡、

出资 10 万元资助全镇的困难学

生， 新鑫石灰岩出资近 100 万元

为村翻修公路、 骅磊盛钙业每年

春节为群众发放米、 面、 油福利

等，让发展成果转化为企地合作、

惠民而行的不竭动力。

千万工程展现万千气象 ，在

全体镇村干部、 村民群众的携手

配合下，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在

平城镇全域开花、溢绿成荫。下一

步，平城镇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保持

为民服务初心不改、 惠民发展恒

心不移、齐向振兴决心不动，凝聚

干群合力，共同绘就“乡村美、产

业兴、 百姓富” 的全面振兴新图

景。 （张莉）

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

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

躬身共绘村美民富图景

MARKET��INFORMATION

10

融媒在线

2024-9-4���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李臻 制作 李臻 电话：0351-�4048890

山西省安泽县

“三个发力”

助推村集体经济驶入“快车道”

三支队伍聚合力

按照“尽锐出战”的要求，通

过深入宣传 、广泛动员 、个人报

名、单位推荐、组织审核，从县直

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精挑细选政

治素质好 、协调能力强 、工作作

风实、热爱“三农”工作的优秀干

部驻村开展真帮实扶工作。 目

前 ，共向全县 68 个村（社区、安

置点）选派了驻村帮扶工作队员

204 名，建强了驻村队伍。 同时，

全县每个村都明确了一名县级

领导、一名乡镇班子成员包联指

导，对集体经济薄弱村，县委组

织部部务会成员带头联系；从农

业农村、林业、水利、教科等单位

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择优抽调 86

名科技人员组成服务团队，定期

进村入户开展“送科技下乡”活

动，建强了服务队伍。 此外，建立

结村帮带机制， 乡镇包村干部、

驻村帮扶干部、到村工作大学生

同 392 名乡土人才联系结成“对

子”。 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工

程”， 进一步提升乡土人才的能

力和素质。 开设“乡间微课堂”

“田间小学堂”，举办各类培训 60

余场次，培育乡土专家和实用人

才 418 名，建强了本土队伍。

三项机制增动力

健全工作目标考核机制，制

定印发《安泽县关于进一步加快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

意见》， 研究出台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 16 条政策， 把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情况纳入乡（镇）、

村两级书记的年度考核目标体

系，常态化推进壮大村集体经济

工作。 其次，建立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增长奖励机制，及时激

励作出突出贡献的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从而激发党员干部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热情和干

劲。 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容错

纠错机制 ，准确把握“三个区分

开来”， 切实厘清界限， 明确标

准， 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清单，给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干事创业

保驾护航。

三条路径添活力

在实践中，坚持走好“资源盘

活”之路，全面清理各村（社区）集

体所属的土地、山林、荒山 、荒坡 、

房屋 、设备等闲置资产资源 ，重点

盘活撤并后的学校 、村委会 、村办

企业等固定资产，引进社会资金租

赁和承包。 目前，累积盘活资产资

源 117 处，为村集体增收 574 万元。

坚持走稳“生产经营”之路，因地制

宜发挥优势，围绕中药材、土特产、

特色种植和特种养殖等，大力推行

“村委 + 基地 + 农户 ”“村委 + 合

作社 + 农户 ”“村委 + 公司 + 农

户 ”的农业产业经营模式，全县集

体流转土地 9.64 万亩，仅此一项就

为村集体增收 486 万元。 坚持走实

“旅游带动”之路，积极创新“党建

+ 乡村旅游 + 集体经济 + 农户”模

式，大力发展农家乐采摘园 、休闲

农庄 、康养民宿 、农耕体验园等乡

村旅游，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

渠道 ，真正实现了村委和农户的

双赢。

（张永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