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每个支部都成为战斗堡垒 把每项民生都落到群众心里

莱芜：强基固本抓党建 凝心聚力惠民生
□郝磊 赵冰

党建强则事业兴，莱芜市在党建工作中始
终坚持以创新的理念、务实的举措协调推进，
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做好党建工作，最终
落脚在民生上，两年多来，莱芜加快推进“四
个发展”、建设“五个莱芜”。莱芜在党建、
民生工作上亮点频现，取得了新的成果。

基层党建创出品牌效应

前不久，莱城区茶业口镇卧铺村召开了季
度述职大会。党支部书记王子吉代表村“两
委”班子就3个月的工作进行了述职，参会的党
员和群众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填写了
《村级领导班子民主测评表》，进行了打分评
判。群众代表张桂花说，村里每季度都召开述
职大会，让大家都能参与村里的事，觉得村里
的凝聚力更强了。

把加强农村基层党建与创新基层治理有机
结合，在全市村(社区)实施培训、保障、普法、
审计、服务、考核“六个全覆盖”工程。今
年，全市共培训党员、干部50105人次。各级财
政列支4400多万元，将村党组织书记补贴报酬
提高到每人每年1 . 5万元，并按每人每年9000元
的标准为其他村干部发放补贴报酬。在全市实
施的“百名律师包千村(社区)”行动，为每个村
配备一名法律顾问。

此外莱芜还在全市开展“千名干部下基
层”暨“干部联村(社区)、党群连心、发展联
动”活动。9月1 3日，随着挖掘机的一声轰
鸣，牛泉镇西凤阳村自来水项目正式动工，这
也意味着，牛泉镇西凤阳村村民们祖辈期盼的
能真正喝上一口清澈卫生的自来水的梦想即
将要实现。“眼下村民吃上自来水了，马上
开工硬化1000米道路，明年还要建设花椒科普
基地。现在村民的情绪都很高涨，这是今年6

月通过‘千名干部下基层暨干部联村(社区)、
党群连心、发展联动’活动来俺村的干部带
来的致富之道。”西凤阳村党支部书记亓永
明说。

据统计，前三季度莱芜市“千名干部下基
层”参与人数为1072人，“干部联村(社区)、党
群连心、发展联动”活动参与人数1067人。村
第一书记共为群众办实事1 . 2万余件，争取无偿
资金和扶持贷款5600多万元，扶持新上致富项
目6200多个；驻企督导联络员共为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9600多件。

今年上半年，党代会年会在莱芜市莱城区
12个镇(街道)同步展开。这是莱城区被确定为全
省乡镇党代会年会制试点后的第一次年会。

“原来我们的工作思路都是党委几个人研
究确定，现在好了，把党委的一些重大决策放在
党代会上，行或不行，让代表们决定，我们负责
推进落实。既降低了决策的失误，又能真正把工
作干到群众心里。”凤城街道党委书记亓军杰对
党代会年会上的这一“放权”赞不绝口。

“别小看这一张张测评表，这一票对我们
很关键。”亓军杰表示，党代表对乡镇党委班
子及班子成员的测评意见将会成为组织部门考
核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今年，莱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全省乡镇
党代会年会制试点单位。年会议程统一规范为
审议党委、纪委工作报告和党委委员、区级党
代表的述职，评议党委委员和区级党代表，对
党委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党委提交的重要事
项进行决策，有效破解了基层党代表作用发挥
不明显问题。在今年的镇(街道)党代会年会上，
各镇(街道)共提交大会讨论的重点事项17项，收
集到代表提交的提案42个，意见建议114条。

城乡统筹党建新格局成全国最佳案例

“安了路灯，建了广场，俺们大伙天天晚
上跳广场舞，街上也亮堂了，看看俺村里现在
的面貌，和以前比可像样多了。”10月20日，
高庄街道东汶南村村民耿欣高兴地说，村里的
文化广场刚修好时，应当等六七天以后地面干
了后才上人，可村民等不及了，第5天就跳起了

广场舞。
东汶南村是莱芜最早的生姜种植专业村、

先进村。近几年，东汶南村因党支部班子不
强，村容村貌多年没有改观，人心涣散，不再
有先进村的光环。

针对这一问题，高庄街道把夯实基础党组
织、选好配强村班子的党建工作前置，从源头
抓起——— 拓宽视野，超前运作，把村里有市场
经营头脑、品德高尚的年轻人吸引、发展成党

员，让党员队伍源源不断地涌入“新细胞”和
新鲜血液，不仅壮大了农村党员队伍，而且农
村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也随着一批批优秀人才的
加入而得以充分体现。

2010年，莱芜市“构建城乡统筹党建新格
局”被评为全国基层党建创新20个“最佳案
例”之一。全市坚持用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理念
来谋划城乡基层党建工作，重点抓了统筹组织
设置、统筹资源配置、统筹工作推进的“三个

统筹”。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方式，探索推行以
企带村、园区化发展，村企一体、融合发展，
村村(居)联合、社区化发展，在产业链上建党组
织，在协会中建党组织五种模式，努力使基层
党组织设置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
党建资源共享机制，开展基层党组织“城乡牵
手共建”、机关干部“连心帮扶”等活动，遴
选100个机关事业单位、100个非公企业和100个
有发展潜力的村进行结对帮扶，结对单位共建
基层组织、共过组织生活、共享党建资源、共
促科学发展。

浓墨重彩绘就民生画卷

11月26日早7点半，家住莱芜市长勺小区的
市民孙玉杰像往常一样步行到市医院北门公共
自行车站点处，刷卡借车，骑车上班，20分钟
后，到达上班的地方，刷卡还车，便捷舒心。
今年8月28日，莱芜市举行城市便民公共自行车
系统启动仪式，孙玉杰作为第一批办卡的市
民，如愿以偿地骑上公共自行车。“既锻炼了
身体，还省了钱，政府为咱普通老百姓办了件
大好事。”孙玉洁高兴地说。

按照“低碳便民、运行高效”的思路，首
期公共自行车工程建设了50个站点，投放了
1500辆公共自行车。作为今年市委、市政府为
民办的10件实事之一，公共自行车自投入使用
以来，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与孙玉杰一样，家住莱城区苗山镇的刘建
文老人每天也在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出行便利。

每天早上，刘建文老人都会准时地等候在
K202路公交车的站台前。近一年来，他几乎天
天都要乘坐这趟公交车到城里，白天帮在莱城
区开婚庆公司的孩子看店，下午再坐公交回苗
山的家里。“自打老人免费乘公交了，我一年
能省下不少钱。这项政策让我们老年人得到的
实惠太大了！”刘建文说。

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公交是去年市委、市
政府为民办的10件民生实事之一，在全省属首
创。仅去年一年的时间，莱芜市就为60岁以上
老年人办理公交卡184121张。工程实行一年
多，运载老年人1600多万人次，财政为此多支
付3000万元。

实施高龄老人津贴是政府2015年为民办的
实事之一，截至上半年，全市正式纳入津贴发
放范围的高龄老人共计24023人，目前已累计发
放津贴款902 . 6万元。

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里，让百姓感到
贴心，一直是莱芜市委、市政府的追求。全市
民生工作坚持“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
本”的理念，结合学习贯彻“三严三实”，高
标准、严要求地把每一项民生工作做严做实。
目前莱芜市以建设“幸福莱芜”为目标的民生
工作，多项指标高于“省标”甚至“国标”，
涵盖了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就业、交通、文
体生活等方方面面。今年上半年，莱芜用于民
生 方 面 的 支 出 占 到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支 出 的
80 . 28%。

已经开通运营270条线路的“校车村村通”
项目，每天运送学生1 . 6万人，是全省首个覆盖
全市所有农村镇(街道)的地市，学生上下学做到
家、车、校安全无缝对接。“气化莱芜”工
程，不仅做到省里要求的燃气开通覆盖市区，
更是让所有乡镇都通上了燃气。“儿童免费康
复”行动，在全省第一个做到让全市0-6岁有康
复需求并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得以享受
免费康复。“乡村文体惠民”工程，为全市
1000个村居送千场文艺演出，建设完善了400个
村四德教育阵地，完成了200个农村广场的器材
更新，件件事走在全省前列，“民生”二字，
正化作缕缕春风，温暖着老百姓的生活。

莱芜市郭家沟村以基层党的建设为总抓手，依托环境优势建成了17个蔬
菜大棚，村民每人每年分得130余斤新鲜蔬菜。

莱芜市村(社区)全面推行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每周至少固定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

莱芜市规范村级组织活动、村务决策、审核管理、村集体经济活动和民
主监督5类工作运行程序。

3年来，莱芜市共选派3116人次机关干部到村企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
记、副书记和驻企督导联络员。

莱城区凤城街道西关社区62岁的孙召兰领到了西关居委会发放的年终生
活补助。

1、深入“三严三实”教育，市委常委
普遍建立联系点

莱芜市坚持领导带头，市委常委会每周
一次集体学习，普遍建立联系点，深入基层
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坚持把深化学习研
讨放在首位，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每次
研讨前都随机抽查30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
研讨发言材料，每次都安排专人参加20个部
门的研讨交流。坚持问题导向，市委、各
区、市直各部门单位分别确定了12项、40
项、172项专项整治任务，已完成182项。列
举了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3类20项
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的具体表现，各级各部门
单位分别细化形成问题清单。

2、基层党建占领导干部考核权重达
20%

坚持做到“四个纳入”，即把基层党建
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市委
年度工作计划、纳入党委书记述职评议、纳
入干部考核评价。严格落实“三级联述联评
联考”制度，市委组织两次区(工)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压实第一责任人责
任。把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权重占20%，加大了基
层党建工作考核力度，树立了正确导向，确
保了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3、“构建城乡统筹党建新格局”被评
为全国“最佳案例”

全市坚持用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理念来谋
划城乡基层党建工作，重点抓了“三个统
筹”，统筹组织设置、统筹资源配置、统筹
工作推进。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方式，探索推
行以企带村、园区化发展，村企一体、融合
发展，村村(居)联合、社区化发展。创新党
建资源共享机制，开展基层党组织“城乡牵
手共建”、机关干部“连心帮扶”等活动。
创新党员作用发挥机制，深入开展“百千万
大走访、大调研”、“全民创业年”等活
动。2010年，莱芜市“构建城乡统筹党建新

格局”被评为全国基层党建创新20个“最佳
案例”之一。

4、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共
有3116人次在基层得到锻炼

从2012年2月开始，连续3批选派3116人
次机关干部到村企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副书记和驻企督导联络员。据统计，驻村第
一书记共为群众办实事1 . 2万余件，提供致
富信息3万余条，争取无偿资金和扶持贷款
5600多万元，扶持新上致富项目6200多个；
驻企督导联络员共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9600
多件，协调银行贷款10 . 2亿元，争取上级无
偿资金近亿元。

5、“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被
评为全国优秀案例

2012年，莱芜市基层党建组织联系服务
群众“三项制度”被评为全国创先争优活动
主题案例征集50个优秀案例之一。在全市村
(社区)全面推行以党组织书记接访、“两
委”成员走访、党员包户为主要内容的基层
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让群众
诉求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表达。

6、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六个全覆盖”
把加强农村基层党建与创新基层治理有

机结合，在全市村(社区)实施培训、保障、
普法、审计、服务、考核“六个全覆盖”工
程。今年，全市共培训党员、干部50105人
次。各级财政列支4400多万元，将村党组织
书记补贴报酬提高到每人每年1 . 5万元，并
按每人每年9000元的标准为其他村干部发放
补贴报酬。全市实施的“百名律师包千村
(社区)”行动，为每个村配备一名法律顾
问。在对老党员关怀帮扶方面，建立了走访
慰问、医疗保障、志愿服务、部门帮扶和精
神关爱五项制度。

7、明确村两委干部22种不准行为
莱芜市规范村级组织活动、村务决策、

审核管理、村集体经济活动、民主监督5类
工作运行程序，明确了村“两委”干部“5

个禁止”、“22种不准”行为。全面推行
“三资”委托代理制度，建立“三资”管理
信息平台，镇(街道)成立“三资”委托代理
服务中心，实行网上银行交易，启用电子公
章管理，堵塞管理漏洞。

8、单位正职在村(社区)建立联系点
全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区直部门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和镇(街道)党政正职分别在村
(社区)建立联系点。注重从群众关心关注的
问题入手，提出了必须参加两个会、必须每
年讲一次党课等“七个必须”要求，明确了
领导干部抓带动做表率、当好以上率下示范
员。活动开展以来，1064名各级领导干部上
党课1000余次，解决问题300多件，联系走
访群众9000多户，实现干部联村(社区)全覆
盖。

9、将薄弱村转化情况列入年度考核，
促进经济薄弱村转化升级

莱芜市各级党组织对发展欲望不强、本
领不高、成效不好的村班子，及时予以调
整。对经济薄弱村党支部书记分专题轮训。
将经济薄弱村转化情况列入各级各部门单位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
容。建立组织、经费两大保障机制，层层成
立促进经济薄弱村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形成
权责明晰的工作落实体系。加大财政补助力
度，市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资金，用于经
济薄弱村发展。

10、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成为全省试点
莱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全省乡镇党

代会年会制试点单位。年会议程统一规范为
审议党委、纪委工作报告和党委委员、区级
党代表的述职，评议党委委员和区级党代
表，对党委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对党委提交
的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有效破解了基层党代
表作用发挥不明显问题。在今年的镇(街道)
党代会年会上，各镇(街道)共提交大会讨论
的重点事项17项，收集到代表提交的提案42
个，意见建议114条。

1、“幸福养老工程”助老人安享晚年
“十二五”期间，莱芜市将“幸福养老工程”列

入为民办的10件实事，建立市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
台；为城市贫困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让全市老人
安享晚年。全市新建(改造)养老床位2540张，建设30
所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40所农村幸福院，
建立市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为城市贫困老人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为全市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发放高
龄津贴，让全市老人安享晚年成为现实。

2、妇幼健康查体有保障
近两年来，莱芜市大力推进妇幼健康工程。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方面，已为6867对计划怀孕夫妇实施了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占计划的80 . 8%。孕妇产前
筛查方面，已为2520名有检查意愿并符合筛查条件的
孕妇实施了产前筛查。农村妇女“两癌”筛查及救助
方面，已为97269名有检查意愿的农村妇女实施了“两
癌”筛查，占计划的73%。儿童康复行动方面，已为181
名残疾儿童实施了康复救助，占计划的90 .5%。

3、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交
莱芜市在全省率先推行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公

交。去年一年，莱芜市共办理老年卡184121张，共刷卡
874 . 26万人次，折算金额1716 . 73万元。预计每年运载老
年人1100多万人次，为群众节省出行费用2200多万元。

4、市民骑上免费公共自行车
今年8月28日，莱芜市举行了城市便民公共自行

车系统启动仪式。公共自行车系统按照“低碳便民、
运行高效”的思路，确定首期工程建设50个站点，投
放1500辆公共自行车，安装1600套锁车器的规模。系
统采用无人值守、通借通还、24小时运行模式。

5、农村文化大院升级到110家
莱芜市加大农村文化大院优化升级力度，共优化

升级农村文化大院110家，乡镇综合文化站11家。同
时，对全市122家农家书屋实施数字化升级，安装卫
星农家书屋22家，发放e播宝100台，向农家书屋集中
配送出版物10万多册。

6、公益演出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两年来，莱芜市共完成千场文艺走基层慰问演出

300多场，累计为城乡群众举办公益演出450场，送书
画下乡800多幅，送图书下乡3600册，组织庄户剧团

展演共246场，开展村民自主选片活动，放映农村公
益电影13000多场，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7、80周岁以上老人领到高龄津贴
截至2015年6月，莱芜市正式纳入津贴发放范围

的高龄老人共计24023人，其中80-89周岁21476人，90-
99周岁2486人，百岁及以上共61人。相关部门将以“不
错发、不漏发、不重发”为标准，加快津贴发放，加
大督导考核力度，把这项惠及广大老年人的民心工程
办好、办实。目前，已累计发放津贴款902 . 6万元。

8、就业有指导 创业有扶持
近年来，莱芜市陆续出台了企业录用新人培训和

创业贷款等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就业创业培训补贴、
创业场地补贴、小额担保贷款、援企稳岗等促进就业
创业的扶持政策。在定期开展集中招聘的基础上，组
织举办了“春风行动”、“就业援助”等系列专项就
业援助活动，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百余场，提供就
业岗位4 . 1万余个。仅去年开展就业创业培训25917人。

9、校车实现村村通
莱芜市把校车村村通作为去年为民办的实事之

一，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运营，部门监管，规范管
理”的模式，开通运营线路270条，运送学生16000

人，覆盖全市所有农村镇(街道)，基本实现“校车村
村通”，学生上下学做到家、车、校安全无缝对接。

10、天然气实现“镇镇通”
去年，莱芜市委、市政府将“气化莱芜”工程列

为民办的“10件实事”项目之一。“气化莱芜”工程
共投资投资8000多万元，建设向和庄、苗山、大王
庄、高庄、牛泉、茶业口6个镇天然气管道73公里，
新增天然气用户2万户，实现全市镇镇通天然气，提
高乡镇居民生活水平。

今年初，莱芜市委、市政府确定为民办的10件实
事，计划总投资78588 . 8万元。截至9月底，累计完成
投资66525 . 1万元，占计划的84 . 6%。其中，镇村公交
安全运营工程、城市便民公共自行车项目目前已完
成，其余实事项目正按计划积极推进，预计12月底前
可全面完成。

基层党建十大亮点 民生建设十大亮点

莱芜农村学生在排队乘坐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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