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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走进柞水县乾佑
街办梨园村，只见被绿树环抱的
农家小院温馨恬静，座座特色的
现代民居焕然一新，家家庭院生
机盎然，扮靓了乡村颜值。经过
近年来的提升改造，梨园村已经
从一个荒芜凋敝的偏僻山村，变
成了一个开窗见绿、推门闻香、
移步见景的美丽家园。

沿着干净整洁的通村路往
前 走 ，一 栋 三 层 小 洋 楼 映 入 眼
帘 。 房 屋 的 女 主 人 叫 李 宁 ，这
几 年 家 里 发 展 得 不 错 ，便 经 村
上统一规划后盖了新楼。“我们
村上现在基本上都住的是旧房
改 造 后 的 民 居 ，像 我 家 这 样 的
新式洋楼村里还有很多。”李宁
说 ，以 前 村 里 的 房 子 大 都 破 旧
不 堪 ，家 家 门 口 还 堆 放 着 杂 物
垃圾，现在户户都建起小庭院，
种上花草，不仅住着舒服，村容
村貌也更美了。

“这里原本是一处旱厕，我
们通过对厕所的改造以及周边
环 境 整 治 ，把 它 改 成 了 具 有 古
典气质的亭台造型，一处‘脏乱
差 ’摇 身 就 变 成 了 一 处 小 景
观。”村支书张烈国指着路边的
一 处 小 庭 院 介 绍 ，村 上 在 原 有
村 貌 的 基 础 上 对 民 居 进 行 提
升，不搞大拆大建，所用的材料
都 是 就 近 取 材 ，与 当 地 建 筑 风
貌相吻合，既节约了成本，又保
持了乡村风貌特点。

为打造秦岭山水乡村、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近年来，梨园村
两委会在保留梨园村原有乡村
风貌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民俗底
蕴、文化传统和乡村元素，结合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全面实施
产业配套建设和延链补链，形成
了门户迎宾区、田园景观区和核
心功能区三大区域。通过拓展
空间，建设旅游道路，形成了河
道、公路、庭院 3 条环线，将山水
田园融为一体。同时，提升改造
公共设施，先后投入 1.5 亿元，建
成产业路 7 公里、休闲步道 2 公
里、旅游公厕和生态停车场各 4
个 ，绿 化 5000 平 方 米 ，改 厕 69
户，安装路灯 240 盏，提升院落
306户。

村两委会还结合“两边一补
齐”工作，加大力度进行了环境

整治，对全村村容村貌、群众房前屋后、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进行了
全面整治。将之前村上随处可见的柴堆、草堆、沙堆、粪堆等进行
全面清理，全面拆除乱搭乱建的猪圈、柴棚，不少庭院获得“五美庭
院”的称号。

梨园村的住宅区规划为前院、中院和后院，所到之处皆渗透着
古典唯美的江南气息。住在中院的村民蔡启全正在酿酒，四溢的
酒香给村庄添上了一份诗意。“我酿酒有 20多年了，这是祖上传下
来的手艺，村上对我们这些民间传统的手艺很重视。”他边忙活边
说，村里每年都会来不少度假的游客，对传统工艺很感兴趣，产品
在家门口就能销售一空。村子的发展让蔡启全这样的手艺人有了
新的舞台，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张烈国告诉记者，为了支持村里的手艺人，村上积极通过消费
扶贫的方式，提升群众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还通过奖补方式鼓励发展农家乐 10 户。“最有特色的就是村口不
远处的富景苑农家乐，几乎天天爆满，既沾了康养产业发展的光，
也促进了康养产业发展。”张烈国说。

乾佑西南畔，青山绿水间，一个发展活力强劲的山水梨园正在
描绘生态宜居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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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贺晓霞 刘 丽）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
要关口。丹凤县在开展来丹人员和国内重点地区来丹返丹
人员疫情防控排查工作中，运用“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
模式，充分发挥“小片长”的大作用，织密疫情防控大网络。

“管好自己，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再一个为了社区安全
咱首先管好自己，不要出去。生活用品有啥困难，缺啥，和
我联系。”老君社区楼栋长贺新民在电话里叮嘱前不久从
西安雁塔区返丹正独自居家隔离的住户曹亚华要遵守防
疫纪律，同时询问生活日用品短缺情况。

今年 55 岁的贺新民是老君社区“人盯人+”基层社会
治理的一名楼栋长，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片区每户的
最新情况他都做到准确掌握，心中有数。

一旦发现片区有外地返乡人员，贺新民都第一时间上
门核实，并及时向社区报备。

老君社区有 5000 多户 1.1 万多人，设立了 79 名楼栋
长。社区干部张江波说：“社区已经开展了两轮大排查。
通过楼栋长的作用发挥，我们能及时掌握准确信息，做到

了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便于社区及时调整防控管理措施，
精准实施动态化管理。”

同样实行“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竹林关村，
充分发挥“片长”作用，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大作
用，做到了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信息，确
保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细落实。

竹林关村村民王玉兰指着手机微信“片区”群说：
“你看给我发的这信息，最近没事不要乱跑，天气这么冷
乖乖在家待着，如果周围有返乡的要及时向村委会报
备。我们村上这工作还是做的很扎实，我虽然 70 多岁了
但还是积极响应。你看现在就有人在群里答复，严是爱
松是害。我没事都不出来，以前爱和老太太们凑一起打
牌，现在都不凑了。”

自“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运行以来，丹凤县
3271 名专兼职“片长”，充分发挥职责，当好疫情防控的排
头兵，每天巡查在片区一线，与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共同织
密疫情防控大网络。

丹凤“小片长”织密疫情防控大网络

本 报 讯 （杨 善
丞 代绪刚 周衍江）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作为共产党员，理应
冲锋在前，守护好村民
的健康。只要全村人都
平平安安，我的付出就
是值得的。”商南县富水
镇 王 家 庄 村 支 书 贺 江
说。困难面前显担当，
他每天起早贪黑，白天
协调村上大小事，晚上
还要在执勤点值班。凡
事都冲在前面，把自己
的私家车当成了村上的
通勤车，但他从不抱怨。

日前，商南县出台
了《鼓励激励党员干部
在疫情防控一线担当作
为十条措施》激励引导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担 当 作
为、履岗尽责，为打赢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贡 献 力
量，切实保障全县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商南县在疫情防控
一线阵地成立临时党支
部或党小组，各机关事
业单位党委（组）按党员
人数 30%的比例成立应
急突击队，“两新”党组
织协助企业稳定运转，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形
成党建引领、组织带动、
党员带头的良好局面。
党员县级领导严格落实
联系包抓镇办疫情防控
工作责任，深入一线、靠
前指挥；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员坚守阵地，就
地转化防疫“先锋队”；
党员干部火速进入临战
状态，带头执行防疫措
施，积极做好服务保障。

全 县 在 城 区 56 个
居（移）民小区推行“1+
2”防控模式，每个小区
选派一名“第一书记”、
两 名 工 作 队 员 常 驻 小
区，组织小区在职党员
开展“双报到”，统筹开
展人员排查、执勤值守
等 工 作 ，织 密 织 牢 居

（移）民小区防控“安全网”。深入开展“红耀疫线”活
动，党支部建在第一线，树党旗、亮职责，党员干部冲
在最前沿，戴党徽、亮身份。对工作实绩突出、受到县
级以上表彰的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按程序优先吸
收为预备党员。注重在防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推行

“1+3”疫情防控督查考核工作机制，建立战“疫”表现
纪实档案，采取“四查三看两听一访”方式，考准党员
干部实绩表现。对防控一线工作者在年末考核、评优
评先、绩效奖励等方面予以倾斜，防疫工作表现作为
后续选拔任用、职务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对受到县
级以上表彰的村级党组织，在 2022年上半年绩效考
核绩效上浮 10%作为奖励，对受到县级以上表彰的

“两委”干部，薪酬岗位等级提升一级。下拨 17.6 万
元专项经费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组
织在元旦、春节开展集中走访关爱活动，广泛开展谈
心谈话，积极解决家庭负担较重、身体状况偏弱、双职
工战“疫”一线等带来的生活困难。

县上在“商南党员之家”、党建网开设专栏，及时宣
传先进典型、感人事迹以及好经验、好做法，用身边的正
面典型引导舆论风气，凝聚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的强大正能量。同时，严明政治、工作、作风、保密、
生活、报告和群众七条“战时”纪律，对防控工作不敢担
当、作风漂浮、落实不力的党员干部，将视情节及时采取
提醒、函询、诫勉和组织调整等措施从快从严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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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 华）2021年 12月 29日晚，
寒风凛冽，在镇安县青槐社区的青山沟口检查
点，临时党支部的詹书东已经忙了 18个小时，
询问、测体温、登记、解释……如此循环往复，
显得极为琐碎，但詹书东始终不厌其烦，耐心
细致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他说：“咱是党员，
把住这个检查点，是咱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
好的。”詹书东的工作是镇安县通过“三建五
联”构建强大疫情防控网的生动写照。

“三个建立”筑牢坚强堡垒。镇安县狠抓基
层党组织建设，在高速出入口、单位门口、居民

（移民）小区、镇村进出口等关键岗位、关键部位

建立临时党支部67个，把各单位抽调党员纳入
其中管理，高扬党旗，组织党员群众开展检查点
值守、人员排查、消杀消毒等工作；在“人盯人+”
基层社会治理片区建立党小组1125个，发动片
区群众开展疫情防控。建立党员先锋岗 2500
个，党员佩戴党徽和红袖章，亮出身份，示范引
领防控工作。建立“三支队伍”，成立党员志愿
服务队 113支，号召 5000名党员干部、退役军
人、离任村（社区）干部以及返乡大学生等，配合
相关单位、村（社区）以及居民（移民）小区开展
工作；成立党员突击队154支，各镇（街道）党委

（工）委和县直部门党组（党委）组织党员突击队

对重点领域、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控等，切实把
好“首道防线”；成立疫情防控宣传队262支，通
过宣传车、广播、横幅、标语、微信、抖音等多种
有效形式，宣传政策知识，引导群众增强自我保
护的意识和能力。

“五个联系”扎牢防控网络。县联镇，县
级领导对全县各镇办和部门进行全覆盖联系
包抓；镇联村，镇办党委班子成员对辖区各村

（社区）开展分块包抓，安排 15 名新提拔的科
级干部到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接受锻炼；
村联组、片，154个村（社区）的 1012名“两委”
干部对 1099个村民小组、3854个片区进行分

区管理，构建县、镇、村、组、片五级管理体系，
压实各方责任，实现上下贯通、高效联动防
控。实行干部与社区双向联系制，组织县直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干部到社
区报到，向 145 个“三无”小区、57 社会化物业
小区、91 单位自管小区选派第一书记 293 名，
工作队员 450 名。党员干部联系重点户，全
县 1112 名党员干部与 3200 多户重点群众建
立联系、结成对子，协助疫情防控管理，帮助
困难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实现党群一体、干群
一体抓防控，构建全县“一盘棋”、共筑坚强疫
情防控网的良好局面。

镇安“三建五联”筑牢疫情防控网

元旦刚过，市区各大超市调集各类春节物资，确保春节市场供应。 （记者 方 立 摄）

本报讯 （段光耀）2021 年以来，我
市紧扣“一都四区”战略目标，按照“全域
思维、全域谋划、全域整治、全域推进、全
域提升”工作要求，全面开展边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边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的“两边一补齐”两年行动，着
力建设秦岭山水乡村，实现了由“全域整
治”向“全域美丽”的华丽蝶变。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
署，成立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调度会、
观摩会，高位推进工作落实。市级四套班
子主要领导联系指导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13 名常委、副市长包联 7 个县区，
31 名厅级领导联系指导 31 个脱贫村，98

名县级领导包联 98 个镇办。812 个“五类
村”、436个其他类型村（社区）新派驻村第
一书记和新驻帮扶工作队，实现帮扶力量
全覆盖。

制定《商洛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层
落实周实施方案》，全市选定 2.47 万名网
格员，建立重点监测户、潜在风险户、一般
脱贫户的研判台账、明细清单和帮扶联系
责任卡，全市 55880名干部联系帮扶 7836
户重点监测户、1.06 万户潜在风险户和
17.12 万户脱贫户，3303 户重点监测户已
消除风险。

制定《商洛市“两边一补齐”两年行
动实施方案》，出台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40 项标准和十条指引，用标准规范引领
全市围绕“六清六无六治”目标开展工
作 。 全 市 累 计 投 入 人 力 42.85 万 人 次 ，
出动各类机械 2.14 万台次，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 9.43 万吨，打造五美庭院和星级
卫生示范户 7236 户。拆除违法建筑物
及广告设施 655 个、残垣断壁 389 处、废
旧房屋 323 间 8447㎡，完成农房立面改
造 856 处 13.6 万㎡。

我市积极落实路长制，推进农村道路
硬化、绿化、亮化工程，畅通道路通行，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全市道路硬化 577 条
614.9 公里，绿化 179.36 公里，亮化 94.9
公里。清理乡村道路塌方 12.5 万 m3，清

理水沟 2678 公里。同时，制定《全市高速
公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共清理整治高速公路沿线及引线 439 公
里、路沿 433公里、护坡 409个。

与此同时，我市健全调度通报、暗访督
查、约谈问责、考核评比、典型宣传五项机
制，累计印发《专报信息》44 期、《调度通
报》5 期。坚持达标验收 10 项内容，抽调
11名县级领导带队、43名干部组成 8个督
查验收组对全市农村范围内 1201 个行政
村（社区）逐村督查，督促整改问题 124
个。截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通过县级验
收达标村 1047 个，通过市级验收达标村
703个，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提档加速。

我市“两边一补齐”两年行动稳步推进

本报讯 (杨小玲）据《陕西日报》消息，1 月 2 日，省

民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特殊困难群众救助

帮扶和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出台

疫情期间关爱帮扶救助举措，切实保障好特殊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民政部门从以下九个方面做好

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落实

“渐退帮扶”政策。对因疫情或其他原因返贫致贫的贫困

人口，及时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加强临时救助。对受疫情影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

的城乡居民，以及暂时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困难外来务

工人员，要第一时间核实具体情况，落实“先行救助”，

由急难问题发生地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及时发放救助

金或基本生活物资，不断强化临时救助“救急难”的重

要功能。

落实好各项救助帮扶政策。各地要全面落实城乡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价格临时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

等政策，确保及时发放各项救助补贴资金。对已纳入孤儿

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等范围的，要按月足额发放

基本生活费，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适时启动物价补贴政策。要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期间

当地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情况，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启动社会

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有效缓解物价

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不利影响。 （下转2版）

我省持续加强当前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