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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今年 1月 1日‘红色’物业公司进

驻以来，小区的环境大变样，服务也更周到

贴心，大家住着也更舒心了。”12 月 3 日，提

起小区一年来的变化，家住宝丰县城关镇

金玉学府小区的高晓丽由衷地称赞道。

金玉学府小区的变化是该县全力推

进全领域党建融合发展模式、有效推动社

区治理的一个缩影。

搭建“大舞台”，共融发展

为了提升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满意度，

今年以来，该县全力推进“红色物业”创建

工作，有效推动物业党建和社区治理深度

融合，释放红色服务动能，全面提升社区

治理能力和水平。

该县房产事务服务中心成立物业行业

支部委员会，全面推进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构

建“党建引领、条块联动、各方协同、群众参

与、制度保障”的物业管理新格局。城关镇以

“红色引擎”为抓手，将全镇 143个小区整合

成立59个业主委员会，业委会成员中党员占

比85%，同时成立“红色”物业公司10家，累计

化解矛盾 72件。铁路地区探索实行红色物

业会商会制度，每月初，由铁路地区办事处主

任牵头，召集办事处、社区、物业公司、业主委

员会等部门人员召开“红色物业会商会”。

如今，该县“红色物业”服务模式已初

步形成，大家由“各吹各号”变为“吹响集

结号”，小区治理为之一新。

打好“组合拳”，共享服务

“解决居民身边的烦心事，关键是把

各方力量组织起来，劲往一处使。”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庆介绍说，近年来，该县推

动党的组织应建尽建，党的工作全面覆

盖，持续完善“乡镇党委、社区党委（党总

支、党支部）、网格党支部、楼宇（片区）党

小组、党员楼长（片长）、楼栋党员中心户”

六级组织架构。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成立

21 个社区党委（党总支）、150 个网格党支

部、370 个楼宇党小组，选出楼栋长（片长）

633 个，有党员中心户 1077 人，搭建起了党

建引领居民共治的平台。

同时，该县还出台了《关于建立“五个

一”工作机制加强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的意

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网格化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通过建章立制，让社区治理

更规范。

铁路地区铁西社区居民秦素卿今年 86

岁，身体不好，独自生活。片区网格员得知

情况后，立即向网格长汇报。“我们当即成

立了一支‘养老照护’志愿服务队，点对点

照护，每月服务时间不少于 20 个小时。”铁

西社区党支部书记邓娟说，如今，有困难找

片区网格员已成为社区居民的共识。

“小区党支部的建立、红色物业的出

现，激活了小区的‘红色细胞’，许多党员

主动参与小区治理，形成了‘社区是我家，

治理靠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和谐

氛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峰磊说。

奏响“交响曲”，共建运行

组织建起来，不能唱“独角戏”。城关

镇积极探索，试行对社区一般居民党员、在

职党员、流动党员、国企退管的离退休党员

实行差异化管理，通过分类管理机制鼓励

他们结合自身特长和优势积极参与到社区

治理上来。周庄镇陈营社区将辖区商户分

为 31 个单元，将其中 8 家商户作为党员中

心户，通过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

导商户有序经营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疫情防控期间，全县 3000 多名党员志

愿者积极到防控一线，主动当起值班员、

代办员及监督员，真正让“红色细胞”在社

区治理上亮起来。

为加强各社区与驻地单位党员之间

的互联互通，今年以来，城关镇、杨庄镇、

周庄镇、铁路地区的 21 个社区与驻地单位

累计开展义诊、为困难儿童送图书、防溺

水宣传教育等活动 177 次，切实把党的组

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共

驻单位的共建作用。

“下一步，宝丰县将持续把融合党建与

基层治理结合起来，高质高效落实‘五个

一’工作机制，推进组织联动，强化资源共

用，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归属感和安全感。”李庆表示。

（本报记者 巫鹏 通讯员 刘枫）

——宝丰县全力推进全领域党建融合发展

绘出社区治理最大同心圆
本报讯 （记者巫鹏）“根据县

委统一部署，自 12 月 15 日起，县委

派出 10 个巡察组对杨庄镇堂洼村

等 30 个 村（社 区）党 组 织 开 展 巡

察。”12 月 22 日，宝丰县委巡察办

主任马蒙介绍说，十三届宝丰县委

第一轮巡察村（社区）工作于近日

启动，本轮巡察为期 30 天，于 2022

年 1月 13日结束。

本轮巡察的重点对象是村（社

区）“两委”班子和监委干部。巡察

期 间 ，针 对 巡 察 的 村（社 区）党 组

织，重点发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村

（社区）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和涉

及民生的突出问题。

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和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情 况 方 面 ，

巡察组将重点发现对党中央决策

部 署 敷 衍 应 付 等 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 问 题 ，重 点 了 解 乡 村 振 兴 战

略落实、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

基 层 自 治 组 织 作 用 发 挥 、改 善 民

生 普 惠 性 政 策 落 实 等 情 况 ；重 点

检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防范风险、污染防治

等问题。

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

败问题方面，巡察组将重点发现党

的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挥霍、浪

费、挪用、侵占集体资金、资产和资

源等问题；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

领域及处置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

中，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问题；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等

问题，以及农地非农化问题。

对村（社区）党组织软弱涣散

问题方面，巡察组将重点发现党组

织不健全、主题教育流于形式等问

题。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

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

位等问题；党建制度不落实、民主

集中制流于形式、党员作用发挥不

好 等 问 题 ；村 务 、党 务 、财 务 不 公

开，集体资产清查不彻底、管理使

用混乱等问题。

在涉及民生的突出问题方面，

巡察组将重点发现村（社区）干部

不作为，村（社区）安全生产、环境

治理、道路、水电气等民生事项不

落实；群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

有效解决，以及其他群众关注的热

点、焦点、难点问题。同时，加强对

巡察反馈问题、审计移交问题、主

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反

映村（社区）主要干部在其他方面

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巡察村

（社区）组也将了解掌握。

据马蒙介绍，巡察期间设立信

访接待窗口、联系信箱，开通信访

电话、电子信箱、邮政信箱、二维码

举报平台等接受群众来信来电来

访。对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事

项，按规定转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

门办理。巡察结束后，所有举报反

映方式全部关闭。

明确巡察重点 及时发现问题

宝丰县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19 岁，一曲《包公案》唱响宝丰；25 岁、

28 岁、35 岁三次夺得马街书会状元；49 岁

任县曲协主席；50 岁成为市曲艺传承人。

她常年活跃在创作表演一线，倾心曲艺人

才培养，创办宝丰县曲艺传习所，先后招

收曲艺学员百余人，积极投身宝丰曲艺事

业的传承发展。

她，就是县政协委员王剑侠。

王剑侠天资聪颖，不管什么戏，只要

她听过，都能过耳不忘，上学时学校举办

的文艺活动哪一次都少不了她。初中毕

业后，因为她会唱戏，生产队队长让她当

宣传员，在劳动间隙专门给大伙儿唱戏解

乏。

1981 年 初 冬 ，宝 丰 县 曲 艺 培 训 班 开

班，王剑侠被村民推荐参加。因为家里

穷，她每次都带着一周的干粮、步行十几

公里来到县城。虽然每顿饭只是就着凉

水啃窝窝头，一床破棉被打地铺睡，但这

丝毫没有消减她对艺术的追求与热爱。

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她独自一人跑到净肠

河边练嗓子，上课时老师的每个动作她都

记在心里，下课后一遍遍练习。夜里其他

同学都进入了梦乡，她却在被窝里蒙着头

小声练习白天的唱段。

1982 年，培训班下乡演出，王剑侠表

演的《包公案》一曲唱红。从此，她成了县

里的曲艺红人，邀请她说书的人也多了起

来。她的足迹不仅遍布宝丰城乡，而且到

达郑州、山东等地。

王剑侠曾三次获马街书会“书状元”

称号，1989 年获得全国第二届新故事“嵩

山泉”大赛铜奖，1989 年至 1991 年连续三

届荣获县曲艺大赛一等奖，2008 年获“中

国第六届曲艺节鹰城书会状元”。

2012 年，王剑侠当选为县曲协主席，

带领团队常驻马街大书场义务演出。宝

丰县是曲艺之乡，每年农历正月十三的马

街书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云集马

街。从农历正月初九开始，她家也成了赶

会艺人们的落脚点，艺人们在她家切磋技

艺、交流学习。书会上，王剑侠更是热心

帮助艺人，经常自掏腰包资助困难艺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曲艺这种古老的艺

术形式面临着艺人老化、市场萎缩、后继

乏 人 的 局 面 ，王 剑 侠 看 在 眼 里 ，急 在 心

上。她多方奔走，积极呼吁政府和社会各

界加强年轻曲艺人才的培养，提高马街书

会艺人的待遇，保护现有曲艺人才。

王 剑 侠 的 心 思 都 用 在 培 养 下 一 代

上。2012 年创办宝丰县曲艺传习所，王剑

侠收了 100 多个学生，全部免费讲课。为

了解决场所问题，她拿出所有积蓄在家门

口儿盖了 100 多平方米的演艺厅，没钱买

桌椅，她就把别人扔掉的旧家具拉回来修

理好再用。目前，王剑侠的学生从事曲艺

艺术工作的有 80 多人，2013 年她被评为市

曲艺传承人。在她的影响带动下，她的女

儿考入河南大学，现在是戏曲与影视学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

尽责担当是王剑侠的追求。近年来，

她相继创作了曲艺作品《脱贫》、编写了三

句半《病毒诉苦》、自编自演了快板书《赞

党员》《全民防疫》等作品，这些曲艺作品

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收到了良好效果。王

剑侠的先进事迹被众多媒体报道，著名评

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和爱人王印权还专

门赠给她一首诗：宝丰大地凯歌传，幸福

生活比蜜甜；千家万户齐称赞，剑侠说唱

艺术团。

（本报记者 巫鹏）

书 状 元 的 曲 艺 人 生

政协委员风采

本报讯 （记者巫鹏）“以前没有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做担保，如果没有有效的抵押

物，很难直接从银行贷到款。现在由县中小

企业担保公司出面担保，160万元的贷款很

快就获批了，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12月

22日，正在秋月梨基地忙碌的宝丰县欣荣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金亮说。

为深入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宝丰县中小企业担

保公司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在服务

“三农”和小微企业方面的“放大器”作用，

努力开拓业务，助推乡村振兴。截至 11 月

底，该公司在保余额 30175 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21.5%；在保笔数 89笔（不包括 1114

户农户），其中“三农”融资担保业务占比

58.4%，惠及农业龙头企业、村级经济合作

社、种养大户等 50余户农业经营主体。

攻坚克难，全心全意做好服务。该公

司以村集体经济为突破口，通过深化政银

担合作、创新担保产品、完善服务流程等，

全力帮助村集体依托资源禀赋释放发展

红利。同时，在支持全县“三农”生产发展

上狠下功夫，着力为农牧业项目增信，重

点为全县种植养殖大户、农业合作经济组

织等提供信贷担保，解决了全县“三农”发

展“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助力全县农

牧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受疫情和洪水自然灾害等影响，康龙

养殖公司和源达养殖有限公司出现流动

资金短缺的难题，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该

公司立刻派出专员，为他们提供融资增

信，解决融资难题，确保公司正常运转。

积极进取，强化融资担保实力。在解

决“融资难”方面，该公司坚守主责主业，

高效运用政策资源，先后与县发改委、县

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县农商行、豫丰村镇

银行合作推出了“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担保贷等产品。重点支持适度规模的“三

农”企业经营主体，为其提供快速融资绿

色通道。在解决“融资贵”方面，该公司积

极协调合作金融机构降低担保公司担保

客户的贷款利率，担保费率平均降至 1%以

下，有效降低了企业贷款的融资成本。今

年以来，该公司减免担保费达 300余万元。

开拓创新，全力助推乡村振兴。针对

不同类别的新型经营主体，加强与政银企

多方合作，量身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担

保产品，建立小微“三农”企业信息档案，

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发挥财政政策

和政府性担保机构职责，释放政策红利，

形成多方协同支农支小的局面。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县国资

局的领导下，下一步，担保公司将继续用实

干服务实体经济，为我县经济的发展注入金

融活水，促进‘三农’企业持续增产增收。”该

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董事长孔丙臣说。

宝丰县全力支持“三农”发展

做好融资“放大器”释放企业内生力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高磊）“想

不到，从开始计划设计连带协调施工，两天

一夜就把问题给解决了。”12 月 22 日，在观

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水峪村，该村

党支部书记史风琴激动地向前来回访的宝

丰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董国旗说。

2018 年，该县交通运输局投资 310 万

元，在南水峪和北水峪两个村组之间修建

了南水峪桥，极大地解决了两村群众的出

行问题；2020年，投资 2400余万元，建成“扶

贫二号公路”穿村而过，进一步改善了当地

群众的出行条件。但是，由于占地、蓄水池

等问题，南水峪桥至“扶贫二号公路”之间

长 140米的道路成了行人行车的“瓶颈”。

针对南水峪桥和“扶贫二号公路”之间

的道路，董国旗和该局副局长王建伟会同

北水峪村村委班子，耐心细致地做通群众

的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安排施工队进

场限期限时完成路段建设。“3 天时间，必

须完成。”董国旗对施工单位下达命令。

“宝丰县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把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交通运输工

作的重要抓手，着力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

百米’，进一步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不断用

我们的辛勤指数，换来人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董国旗说。

两天一夜路畅通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耐心为民解难题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李

红果）12 月 14 日，商酒务镇皂角树

村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在村

口、广场、道路上，三五成群的村民

挽起袖子，挥动扫帚、铁锨将道路

两边、下水道、排水渠的垃圾杂物

清扫装车。当天，红色旅游线路示

范带上的柳林村、何庄村、张庄村

也争先行动，出动人员、机械进行

无死角大规模清理清扫。

为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成效，连日来，商酒务镇按照“全

面铺开、分类推进、重点带动、示范

引领”的要求，以聚焦“六清”（清垃

圾、清污水、清塘沟、清违建、清残

垣断壁、清杂物）、整治“六乱”（乱

搭、乱建、乱堆、乱放、乱倒、乱扔）

为重点，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全镇

25 个行政村闻令而动，整村推进，

治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倒乱

扔 等 突 出 问 题 ，努 力 打 造 天 蓝 地

绿、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

“村里平时实行网格化管理，公

益 岗 、村 级 劳 务 队 每 星 期 固 定 打

扫。这次大清扫、大整治活动后，走

在大街上感觉心里头亮堂堂的。”泥

河樊村党支部书记吉追飞说。

在泥河沿线，张洛庄、大王庄、

犁湾沟等村针对河道白色垃圾进

行打捞清理，清理塑料袋、泡沫板

等杂物 30 余车，并对河床、桥肩进

行平整加固。

“路面街道整洁了，坑溏、沟渠

干净了，村民的自觉性也提高了。

村里的环境好了，我们住着舒心。”

大王庄村民任仙芝说。

聚焦“六清”整治“六乱”

商酒务镇开展人居环境治理

本报讯（记者巫鹏）“经过这一

个多星期的努力，村里的人居环境

有了明显提升。希望大家再接再

厉，保持良好的人居环境。”12 月 22

日，在李庄乡纸坊村，该乡纪委委员

李林娜对纸坊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水

说。当天，李庄乡纪委工作人员对

纸坊、贺窑、尚王等 6 个村开展人居

环境改善“回头看”，现场查看前期

巡查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到位。

“六清”“六乱”专项整治活动

开展以来，李庄乡积极开展“为民

服务践初心 提升人居环境 助力

乡村振兴”义务劳动活动。充分发

挥网格化管理作用，把全体党员干

部志愿者、村民小组长、保洁员等

纳入网格，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

格中做。以村规民约等形式进行

全员约束，进一步落实“门前三包”

制度，建立评比机制，逐步实现村

民由看到干的转变，凝聚起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攻坚的正能量。

在专项整治活动中，该乡纪委

立足本职工作，通过前期“看、听、

访”查找出 26 个村（居）32 条问题，

中期“比、展、评”找出与先进村之

间的差距，后期则通过“查、验、奖”

的形式，促进各村想办法、找方法，

将 问 题 整 改 到 位 ，并 建 立 长 效 机

制，加大人居环境建设力度，提升

整改速度。

“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深 化‘ 六 清 ’

‘六乱’专项整治活动，不仅要乡美

村美，更要路美户美。”该乡党委书

记马鹏飞表示，该乡将结合“星级

文明户”评定办法，全面开展“户容

户貌”提升专项行动，深化“最美庭

院”创建成果，充分调动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强化监督 比学赶超

李庄乡持续扮靓美丽家园

12 月 21 日，城关镇大寺社区养老服

务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与老人一起包饺

子、下饺子、吃饺子，欢欢喜喜、热热闹闹

过冬至。

12 月 21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

为让老人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节日，城

关镇各社区积极开展“情暖冬至 喜迎幸

福”冬至包饺子及手指操活动。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饺子飘香 情暖冬至

12 月 20 日，在周庄镇刘湾村

平顶山市“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

他”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现场，书法

家挥毫泼墨，现场创作了近百幅书

法诗词作品。

该活动是市书法家协会深入

基层、深入生活、服务群众的一项

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加强基层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文艺进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