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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镇放羊坪村文化活动广场向四周传播开

来……

村里的乡村大舞台上，放羊坪村文艺宣传队正在排

练节目。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放羊坪村———
丰富文化服务 培育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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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排练的歌舞节目，不

仅在元旦、春节期间演给乡亲

们看，还会参加区里的汇演，我

们一定要展现出自己的水平。”

放羊坪村妇联主席、文艺宣传

队队长王英告诉记者。

“之前大家总说送文化下

乡，现在，我们还经常送文化进

城呢！”一旁的村党总支书记蒋

东华笑着说。放羊坪村是当地

小有名气的演艺之乡，村里的

文艺宣传队经常外出参赛参

演，多次获得常德市“百团大

赛”一等奖。

草坪镇红灯笼歌舞团负责

人邓昌明告诉记者，最红火的

时候，镇上有上千人以演出为

业。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线下演出的吸引力在慢慢

减小。“演出队员最多时有 30

多个，后来缩减到了 10 多个。”
邓昌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村里传统的丝弦、唱腔一

度安静下来，打牌、看手机的人

却多了起来。我们要把自上而

下的‘送文化’和村民自发的文

艺创作结合起来。”草坪镇文化

站站长李亚林说，近年来，草坪

镇整合资源，进一步健全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规范剧团

管理，注重人才培养，同时广泛

开展群众文体活动，培育农村

社会好风尚。

丝弦、唱腔在草坪镇再度

响起，邓昌明又活跃了起来。在

一批专业演艺人士的指导下，

放羊坪村里的一群文艺爱好者

编写了村歌 《放羊坪村新事

多》，还根据身边人身边事自导

自演了《平凡人、平凡事》《心服

口服》等节目，在节假日自发组

织文艺汇演。

繁荣起来的乡村文化，助

力了乡村治理，推动了乡村振

兴。2023 年，放羊坪村举办了第
四届“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妇、

好丈夫、最美庭院、最美乡贤”

表彰大会。“我们大张旗鼓地进

行评选表彰，让村民都有参与

感。”蒋东华说。

参与感，离不开文艺活动

的广泛动员。初评阶段，文艺宣

传队将乡风文明的内容融入表

演中；颁奖环节，在欢乐的鼓乐

声中，表彰牌匾和奖品挨个送

到村民家门口。“以前评上了

奖，只有自己知道，也不好意思

到处说。现在全村甚至附近的

村都有人来看，感到脸上真有

光。”获评“好丈夫”的 64 岁村

民刘道国说。

文化演出成为助推草坪镇

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目前，民

间歌舞剧团已发展到 37个剧团
900 余名从业人员，全镇演出总
收入达 3500多万元。镇上有镇
文联、民间艺术联合会、诗社等

5个协会组织，还创办了文化刊
物，发表村民们自己写的诗歌。

近年来，鼎城区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以文化人、以

文润人的工作思路，不断丰富

文化服务供给，为乡村振兴提

供文化支撑。按照“一个屋场规

划、一个屋场协会、一个活动场

所、一个特色产业、一个文化符

号加若干个延伸亮点”的“5+
X”标准，鼎城区累计建设村级
幸福屋场 300 余个。

（据 《人民日报 》）

自“三抓三促 ”行动开展
以来 ， 甘肃省嘉峪关

市坚持以 “共建共治共享 ”为目
标 ，全力打造 “嘉和善治 ”品牌 ，
深入落实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
典范城市 “1+8+3”方案 ，以 项
目化 、清单化 、责任化推进 “八
大行动 ”，推动新时代 “枫桥经
验 ”在实践中拔节生长 、枝繁叶
茂 ，全力打造公共服务优质 、精
神生活富足 、人居环境优美 、治
理效能高效的幸福家园 。

坚持细网实格
基层治理基础不断夯实

日前，钢城街道兰新社区

网格员李延卉接到居民来电，

反映下水管道堵塞的情况。随

后，李延卉立刻联系市住建局、

嘉恒物业的相关人员赶往修

缮，从问题发现到办结反馈仅

用了半天时间。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

来，嘉峪关市城乡社区基层治

理工作亮点频现，兰新社区的

事例就是当地基层治理工作的

一个缩影。

雄关街道西域花园小区

于 2002 年建成，小区环境卫生
差，私搭乱建现象严重。2023
年 11 月，嘉峪关市委市政府
成立西域花园专项整治工作

专班，集中力量在 20 天内解
决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各类

问题，将这个“问题小区”打造

成新时代社会治理典范城市

的“标杆小区”。

新城镇新城村巧用“加减

乘除”法，在网格划分上做“加

法”，在服务距离上做“减法”，

在队伍建设上做“乘法”，在解

决难题上做“除法”，构筑起乡

村治理新格局。

目前，嘉峪关市已建立了

市级分管领导、街道（郊区）、社

区（村）、网格管理员、网格员五

级管理体系，实施“1+3+M+
X”网格治理工作模式，全市
613 个网格配齐了 202 名网格
管理员、534 名专职网格员、505
名网格指导员、496 名兼职网格
员，1106 名政法、行政、执法、服
务等治理力量下沉网格，实现

了“多网合一、一网统管”，有效

减少了管理层级和响应时间。

自网格治理工作模式运行

以来，嘉峪关市推动解决群众

身边难题 1.2 万件，线索处置
率达 98.52%，真正实现小事不
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坚持共建共治
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加快

“基层社会治理要广泛动

员群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打

通基层社会治理‘神经末梢’。”

嘉峪关市民政局局长刘应兰

说，全市着力激发基层治理智

慧，从解决民生实事入手，破解

乡村治理难题。

文殊镇河口村村民刘世兴

最近家有喜事，他想要办得“风

光”一点，但新人却想要简办，

两代人因此产生了矛盾。河口

村村委会的刘佳知道此事后，

给刘世兴讲解了移风易俗文明

节俭操办红白事参照标准，最

终刘世兴同意了婚事简办，一

家人的矛盾也随之化解。

“村规民约倡导诚信友善、

和睦相处、崇尚科学、抵制陋

习，对婚嫁彩礼、丧事礼金等

提出‘限高’标准。”嘉峪关市

郊区党工委书记陈伟说，我们

坚持共建共治，指导各村制定

了通俗易懂、务实管用的村规

民约，形成了“有人管事、按章

理事、机制健全、服务规范”的

工作机制。

雄关街道雄关社区通过

发挥居民自治组织作用，探索

“社区党组织+社区大党委+
社会力量”的治理模式，加强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有效解决

了小区绿化用水、停车难等突

出难题，配套完善了 24 小时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自助终端

设施，走出了社区治理提档升

级的新路子。

坚持提质增效
综合源头治理不断深化

“我们不断整合公、检、法、

司等力量‘一站式’解决群众诉

求，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雄

关街道党工委书记蒲吉俊说。

时下，嘉峪关市全面构建

起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化平

台建设、心理服务等重点工作

体系，精准回应和解决民生、发

展、执法三大类诉求，将诉求解

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萌芽。

嘉峪关市打造新时代社会

治理典范城市以来，成立了市

级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并挂

牌运行，引进 3 家专业心理团
队，分别下沉绿化、兰新、永乐

社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对试点社区“一老一小”、婚恋

矛盾纠纷等方面开展排查 802
次 3121 人，建档 417 人。
“通过实战化运行，建立

了社会面心理疏导机制，带动

了基层心理咨询室有序开展

工作。”市综治中心主任刘永

军说。

目前，嘉峪关市以 8 个城
市社区、3 个农村社区为试点，
已完成了“一站式”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警调

对接、心理服务品牌创建，打造

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人文特

色、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

典型，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市

社会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坚持品质提升
公共服务成效不断显现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不完

善、管道年久失修、围墙破损、

停车难、物业服务管理不到位

等突出问题，大大影响着居民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体验感。

为寻求破解之道，钢城街

道大众社区探索打造小区党组

织、业主自治组织和物业服务

机构联合治理服务体系，将毗

邻成片的其他 3 个小区整体打
包委托一家物业企业服务，形

成“大物业”管理模式，小区秩

序、环卫、绿化、设施维护等方

面逐步好转。

针对物业服务向高品质、

多样化升级，嘉峪关市建立常

态化的观摩评比考核奖励机

制，持续推进物业服务标准

化、精准化、高效化建设，主动

回应业主诉求，根治物业服务

难题。

“公共区域活动空间大了，

体育设施也越来越全了。”五一

社区居民对小区内活动场所建

设赞不绝口。

2023 年，五一社区党委构
建起“业委会＋楼栋长”两级
居民自治“微”平台，先后解

决了文苑小区绿化维护、公共

活动空间建设、小区单元门禁

更换等居民关心关注的问题，

打造了以“和善文苑”为主题

的“口袋公园”，如今文苑小

区内凉亭、小广场、绿树、花

卉一应俱全，成了居民休闲好

去处。

（据 《甘肃日报 》）

打造典范城市 建设幸福家园
———甘肃省嘉峪关市探索社会治理提升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