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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力同行“工”创文明
——郎溪县委组织部打造文明品牌助力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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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官屯村地处天津市静海区陈官
屯镇最南端，毗邻河北省，占地面积约
4平方公里，人口1800余人，耕地面积
3350亩，傍依京杭大运河东岸，历史
悠久，文脉昌盛，乡风淳厚，交通便利。

2013年以来，吕官屯村先后荣获
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美丽宜居村庄、全
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天津市“千村美院”创建村、天津市美
丽乡村、天津市休闲农业示范村等20
多项省部级荣誉。2021年，吕官屯村
跻身天津市10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特别是乡村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让
吕官屯村开启了村史赓续的新篇章。

手书金句传思想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站以来，吕
官屯村秉持深厚的文化精魂，整合各
类文化资源，用好村里的文化能人，在
活跃文化生活的同时，不断探索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方
法、路径和载体，把传统的书法艺术与
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讲相结合，创新
推出“农民写金句”这一抒怀新时代诗
咏好日子的载体。

一直有着“状元村”“文化村”美

誉的吕官屯村，传统书法、绘画在村
里备受青睐。2017年，村里举办了首
届“‘故乡情’书画展暨书画现场笔
会”，至2021年，“‘故乡情’书画展”
已经举办到第五期。镇党委书记李胜
利注意到吕官屯村民对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的与日俱增，不禁想到一个农
民理论学习的新载体，那就是让村民
在书法艺术展示中，书写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的经典句子，让书写者在艺术
创作中感受新时代新思想的时代魅
力，科学理论的智慧与力量，让观众
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教导。这一想法得到了镇党
委和村两委的热烈响应，并为这一活
动取名为“农民写金句”。

“农民写金句”活动得到了在吕官
屯村调研的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刘
智莉的指导支持，很快由村两委谋划
组织专人，围绕“人民至上”“三农讲
话”“两山理论”“法治政府”“廉政文
化”“国家安全”等十几个专题，选编摘
抄习近平总书记的金句汇集成册，通
过村两委发布在“吕官屯艺术”微信
群，村民踊跃“认领”金句后，迫不及待
地研墨铺纸，发布当天就有人写出了
作品，在群里反馈交流。不到一周就收

集齐了所有参与活动的 150 余幅作
品，书写者从6岁娃娃到89岁老人，共
有51人参与。

村两委为使“农民写金句”与日常
理论宣讲、为民服务、文化生活、情景
体验、交流互动相结合，创新培育主题
学习和价值引领的常态化、品牌化、推
广化，引导更多村民参与其中，在镇党
委、政府支持下，村里举办“农民写金
句”主题书画展，“活动最初只是本村
村民参加，渐渐影响不少邻村村民参
与了进来，现在‘农民写金句’已扩展
到全镇，陆续创作出200多幅作品。”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杰信心
满满地介绍道。此外，吕官屯村还牵头
组织、挑选出70余幅优秀作品，编印
成2022年工作台历，分发到各相关部
门和群众团体，推广了这一活动的品
牌价值，吸引鼓舞了更多书法艺术爱
好者的创作热情。

整辑村史有故事

人们常说，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
要铸魂，但在吕官屯村两委看来，铸魂
则更为迫切重要，他们充分认识到，乡
村文化的自信是建立在乡村文化的自

醒自觉，必须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
度认同和热爱，于是决定梳理整辑村
史文化。

2013 年，教师出身的胡毅主动
担起《吕官屯村史》的采编工作，其间
他挖掘了大量流传于民间的口述记
录，2015年完成村史编纂出版，是静
海区第一部村级历史书，记述了上溯
明永乐年间、下讫 2014 年逾 600 年
间的乡村历史。从农耕种植、商贸经
济、漕运交通、教育卫生、军民戍屯、
群众艺术、节庆民俗、方言乡音、走进
新时代等不同领域、不同历史阶段，
记录了吕官屯村庄的兴衰起伏，坚信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梦
想与追求。

为使历史的严肃性和故事的可读
性兼容，在《吕官屯村史》面世同时，还
出版了《吕官屯传说故事集》，该书收
集了吕官屯及相关历史传说故事22
篇。这些故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鲜
明地传递着中华传统文化自强不息、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除暴安良、惩奸
除恶、齐家爱国、天人合一、民族团结、
厚德载物的家国情怀。

乡愁乡魂凝铸核心价值之魂。正

是基于上述的文化自觉，吕官屯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村艺术陈列馆、农家书
屋、“耕读之家”等文化阵地，在推进移
风易俗，培育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建
设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以文明乡风推进“三
治”融合，发挥“三会”作用，编写“村规
民约三字经”。其中，“遵法纪、立正身，
一家人、分长幼，敬父母、增福禄，琐碎
事、不计较，顾大局、邻里宁”等文字提
炼，浸润于心、向善于人、孝悌于亲、亲
睦于族、约束于德、规范于行、凝聚于
力、勤俭于事，指导着乡亲们一言一
行，在乡村振兴的文明实践层面产生
着深远的影响。

站在一个法官的角度，天津市高
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驻村第一
书记王雅晶有着更深的感触。她说：

“吕官屯乡风一向淳朴温和，得益于
村里德治、自治基础，法治作为社会
治理的底线规则在这个村里不是工
作重点。多年来村民即使发生问题首
先能够自力解决，其次找村基层组
织，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有效治理的状
态。从法治角度，我希望这个村在不
久的将来，能够在无诉讼村方面作出
示范。”

5 月 23 日，湖南省邵
阳市洞口县第二中学高
三学生在开展娱乐活动。
高考临近，该校组织高三
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趣
味减压活动，帮助学生调
整学习心态，缓解身心压
力，以饱满的精神、轻松
乐观的心态迎接高考。

滕治中 摄

“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
好的模范部门”一直是组织部门和
组工干部的最亮名片，安徽省郎溪
县委组织部立足部门和工作实际，
坚持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
充分发挥全县组工干部和广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凝聚提炼，于2020
年创立了“‘组’力同行‘工’创文明”
品牌。品牌紧扣“文明、模范”这个核
心思想，突出党建带群建的制度优
势，全力争创一流、当好文明风向
标，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创建工
作的热情，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党群
共建、全域同创、共建共享的浓厚氛
围，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探索“组工+”，健全多级服务体
系。突出组织部门主责主业，以组工
干部和全县党员干部为主体，坚持
以“组工+”推深做实基层“五级”联
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乡镇党委—
社区‘大党委’—小区（网格）党支部

—党员楼道长—党员干部联户”联
系服务群众“五级联动”机制，进一
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文
明创建工作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
范作用。

弘扬“组工红”，构建多元同治
格局。探索基层“党建+三治”治理新
模式，积极组建包含50余名组工干
部在内的党员干部“红色先锋”创建
服务队，大力推行“社区‘两委’+业
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党员楼道长”
的“红色物业”服务模式，着力打通
门前屋后、街头巷尾治理末梢，畅通
文明创建“最后一米”。同时，机关党
员干部深入社区、居民小区，依托小
区物业，积极引导建立党员“红色驿
站”，引导小区业主争做社会治理

“主人翁”。
搭建“组工桥”，激发多方联动

效应。以8个城区社区“联点共建”机
制为基础，教育引导组工干部、机关
党员干部职工深入联系社区、小区

开展“驻区联户、共创共享”活动，推
动以上率下、共同参与。联合县数据
资源局，借助“皖事通”APP平台，积
极开发“郎溪创建先锋”专栏活动板
块，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在开展

“星期五志愿活动”等创建活动时进
行现场“打卡”，多渠道、多载体探索
建立健全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开展文
明创建工作长效监督机制，推动全
县创建任务高效落实。

践行“组工心”，激活多点共振
动力。系统梳理、全面统筹县内各
类志愿服务资源，依托部内组工干
部和机关党员干部，在全县机关、
企事业单位中着力选树培育有竞
争力、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
2021年以来，聚焦建党100周年等
重大活动，多领域发动广大党员干
部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我为群
众办实事”有机结合，深入开展

“在职党员进社区，创建为民当先
锋”志愿服务专题行动，组织党员

主动认领服务岗位，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带领广大群众共创全
国文明城市。

“‘组’力同行‘工’创文明”品
牌创立以来，先后推动县内成立 7
个社区“大党委”、70 个小区党支
部，推选出 690 名党员楼道长，
1700 多名机关在职党员在小区亮
身份、亮承诺、亮服务。2021 年 10
月 15日在郎川街道祥兴社区首次
成功试点运行“郎溪创建先锋”，累
计引导机关干部参与创建“打卡”
3200人次。加强常态化监督管理，
以“四不两直”方式调研督查“每日
一小时”志愿服务行动超10次，定
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公开通报。据
统计，全县党员干部签订《郎溪县
党员干部文明行为倡议书》5700
余份，印发“党建带群建、合力抓创
建”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书1.2万份，
动员全县党员干部每天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2小时以上。

本报讯（穆海宏）近日，陕西陕
煤集团黄陵矿业双龙煤业拱形回
风大巷单月掘进进尺达267米，比
原计划增加了 33.5%，创下了该矿
拱形回风大巷掘进进尺历史最高
纪录。

据了解，该矿地质构造复杂，煤
层较薄，对拱形巷道掘进造成一定
影响，为克服困难，该矿组织青年科
技团队对巷道地质构造、地下水分
布等情况进行细致勘探分析，结合
国内外成功经验，率先提出使用拱

形迈步液压式支架进行临时支护，
减少了传统掘进作业流程，提高了
现场安全管理能力，降低了作业人
员劳动强度。同时，将导航技术成功
应用到掘进工作中去，只需将参数
输入系统界面，便可实现掘进惯性

导航，有效提高了掘进效率，并由该
矿综掘二队队长崔峰带领掘进突击
队突击作业，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
各种困难迎刃而解，顺利超额完成
既定任务，为全面实现智能快速掘
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射洪市太和街道建设社区：
“订单”宣讲进社区
居民点赞合“胃口”

本报讯（余冰洋 贾明高）“各位居民
朋友，上次大家‘点单’想听‘子昂文化’，
今天我们就请到尹效东老师来为大家授
课啦！”近日，四川省射洪市太和街道建
设社区居委会通过“点单”方式，邀请“党
声洪亮”理论专家、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
员尹效东，围绕“传承子昂文化，争做文
明市民”进行专题宣讲。

宣讲过程中，尹效东从陈子昂生平
及子昂文化的核心思想，射洪的历史、机
遇与希望，文明的历程与演变，讲文明懂
礼貌争做文明市民等四个方面对子昂文
化、射洪历史和文明行为规范进行了生
动阐述，在场听众认真听讲、积极互动。
会后，参会听众还填写了《“党声洪亮”理
论宣讲听众评价表》，对本次宣讲的内
容、表达、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

“今天尹老师这堂课给我们讲的子
昂故事，听起来就像喝盖碗茶，市井风
味、沁人心脾，既亲切又好懂！”社区居民
王大爷感慨道。据建设社区居委会主任
陈波介绍，本次宣讲社区提前联系了尹
老师，请他专门针对社区居民需求，精心
编排了宣讲内容，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对
于社区居民学习子昂文化、提升文明素
养大有裨益。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适应
和满足新形势下各层级干部群众宣讲需
求，全面打造“党声洪亮”理论宣讲品牌，
构建具有射洪特色的“4＋1234”新时代
理论宣讲体系，市委宣传部组建“党声洪
亮”宣讲人才库，创新推出“菜单式”宣讲
服务，打造一批“子昂大讲堂”基层理论
宣讲点位，针对全市不同需求群体“量身
定制”宣讲产品，进一步提升宣讲质效，
让理论真正掌握群众，转变为助推射洪
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国家税务总局隆昌市税务局：
探索实践服务美丽隆昌建设

本报讯（熊世涛）近年来，国家税务
总局隆昌市税务局立足职能职责，积极
服务地方治理，为隆昌市经济建设和“双
创”等工作贡献税务力量。

该局始终致力营造良好税收营商
环境，在征管体制改革、大规模减税降
费、社保费征管职责划转等重大战役中
攻坚克难，全面推进便民春风行动，不
折不扣落实减税退税，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积极开展“上门入户、网络课堂、骑
行宣传、校园普法”系列税宣活动，营造
浓厚宣传氛围。

此外，该局还积极融入地方治理，按
照“五个一”帮扶责任清单要求，先后派
驻多名税务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
部；积极参与隆昌“双创”工作，落实“双
报到”“走基层”等制度；组建党员先锋
队，助力一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对口
社区、镇街开展志愿服务，每年组织义务
献血累计达4万毫升。

“各位游客朋友们，你们好！欢迎
来到中国红军城，这里是川陕革命老
区。”近日，肩戴红袖章的东河镇治城
社区红城娘子军队员王琪，为前来中
国红军城旅游观光的游客提供红色旅
游宣传及志愿服务。

中国红军城位于四川省旺苍县东
河镇，是全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
好、遗址点最多的红军遗址群之一。近
年来，东河镇治城社区依托中国红军
城、刘瑞龙红军小学等红色文化资源，
充分利用红军精神培训学院、红城书
画院、红军城红军剧场等平台，通过参
观红色遗址、聆听革命故事、重走红军
路、模拟战役实景等方式，积极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党性体验等活动，推动文
明实践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打造成为党员干部群众
家门口的“红色学堂”，成为群众身边
的“精神加油站”。

笔者在东河镇治城社区了解到，
该社区实施“12344”文明实践模式，
培育孵化“旺苍县红场家园”社会组
织，出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
管理制度，充分利用红场驿站、红场沙
龙、红场龙门阵、红场夜话、红·孩儿之
家、夕阳小榭等文化阵地优势，成立红
城娘子军、红色记忆文艺队等多支社
区特色文化志愿者队伍，在清明节、

“七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等时间节点开展志愿讲解、红色宣
讲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学
生参观红色基地，听革命故事，观历史
文物，重温峥嵘岁月，让新时代文明之
树深深扎根红色沃土。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常常听父
母说，中国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
女武装力量——红四方面军妇女独
立师在旺苍诞生，她们是投身革命的
真正的巾帼英雄。生活在和平年代的
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份和平的来之不
易，大力弘扬巾帼英烈的红色精神，
全力做好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努力把
英烈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精神动
力，为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王琪说道。

近年来，东河镇治城社区坚持每
月在红军剧场上演传统川剧和新编现
代川剧3场次；在红军精神培训学院
开展“红色课堂”70余期，培训1800
人次；在红城书画院组织以红色文化
为主题的书画摄影展览20余场次。同
时，在社工服务室、党群服务中心、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残疾科普康复站、
图书室等居民活动场所，安装健身器
材 15 件（台）、残疾康复器材 22 件
（台），提供各类图书5000余册，聘请
养老护理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残疾人
康复指导员等专业社工人才指导，每
天可以满足 100 余人的群众活动需
求，给辖区党员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
捷、更舒心的活动环境。

东河镇治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站长邓文全表示，下一步，社区将继
续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用好用活辖区
红色资源，让红色遗址成为党史教室，
让革命文物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
范成为党史教师，让红色事迹传播得
更远更深，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不断
发扬光大，更好地服务于群众，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增效，持续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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