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年久失修的运动设施，
修缮泥泞坑洼的乡村小道，铲除
乱搭建、改善人居环境，增设群
众乐见的休闲娱乐之所……随
着一村（联社）十件民生实事的
落实，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
逐步提升。

据悉，白云区建立村级十件
民生实事制度，自下而上征集民
意，各村社每年围绕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提出十件民生实事。“两委”
干部根据职责分工认领“十件民
生实事”，纳入个人履职承诺事
项，在办公室挂牌，明确具体任务
和每月、每季度进度安排，并列入

“三述”重要内容，公示亮承诺，
让干部有方向有动力。

新开通三条往返地铁站的专
属“便民小巴”线路，大大提升了
嘉禾街群众幸福感。“以往村社接
驳地铁站的电瓶车存在种种安全
隐患。”嘉禾街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三条便民车专线的开通，有效
解决了居民的出行需求。”

据了解，白云“一村十件民
生实事”涉及文化服务、治水、修
路等多个领域，得益于上下畅通
的呼叫上报程序和快速响应机
制，白云近年来在民生实事方面
成绩显著。新建350个、面积达
近 100 万平方米的党群文化广
场、公园等，2020 年拆除违建
1212 万平方米，总量全市第一；
161 个村（联社）精细化雨污分
流实现全覆盖；“三园”整治提升

920.6 万平方米；乡村振兴实绩
考核居珠三角片区前列，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得到国务院督查组
肯定，大源村荣获省“污水治理
优秀村”称号；案件类警情下降
23.5%，降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3.5 个百分点；村社跳闸次数下
降28%，城中村供电跳闸问题进
一步缓解。

在经费保障上，白云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蒋学刚透露，相比以
往主要靠各村社自身的经济实
力或申请镇街经费补助，今年
起，白云区建立起“2233”经费分
级保障制度，区、镇（街）、村（联
社）、社会分别按 20%、20%、
30%、30%的比例共同筹集资
金，确保项目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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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源街大源村是著名的“巨
无霸”城中村，外来人口超过 16
万，各类企业约 3300 家。由于
外来人口众多、物流发达、出租
屋多，大源村承受着巨大的社会
管理压力。

“党委组织领导力弱，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两委’能力缺
失、责任缺位，是大源村存在诸
多问题的最根本原因。”白云区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2018
年以来，市、区、镇街联动，启动
大源村的重点整治工作。三年
来，大源村牢固树立党建引领

“硬核心”，创新村级“大党委”领
导机制，将支部建在 23 个经济
社上，同时推行“4+5+1”管理制
度。

“4+5+1”管理制度是白云区
全面推行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是

指“两委”干部4项管理制度、党员
5项管理制度和党支部星级评定。

以 4项管理制度中的“述责
述廉述德”为例，大源村村社干
部根据自身的政治表现、承诺践
诺、结对联系党员群众等情况，
向村民进行述责述廉。“他们讲
的是实际情况，也确实做了这些
工作，让我们老百姓对村里各项
事务更了解。”村民黄俊文说。
大源村党委委员张桂财表示，针
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他们会认真
梳理、逐一整改，进一步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

大源村从软弱涣散城中村
到城市综合整治工程样板的蝶
变，是白云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的缩影。据悉，白云区全面
推行“4+5+1”基层党建制度以
来，“两委”干部作出履职承诺

5660 条，联系走访群众 24649
人、重点难点户 2092 户。通过
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追回欠缴租
金 7.2 亿元，50多个涉案物业收
归村社集体，群众收入显著提
升。

目前，白云全区 17404 名村
社党员均在家门口悬挂了共产
党员实名牌，通过把党旗插在千
家万户，引导党员在遵纪守法、
环境整治、拆违控违等方面带好
头、作表率。

均禾街清湖经济联合社在
白云区率先建立了党员分片包
干机制，为党员设岗定责，建立
党员责任区，悬挂责任牌，公示
责任人姓名、联系电话和工作责
任，发挥党员在环境整治中示范
带动群众的积极作用，推动“脏
乱差”清湖蜕变成幸福清湖。

推行“4+5+1”管理制度 基层治理焕发新活力

出台出台4040项党建改革制度项党建改革制度，，形成形成2020项创新举措项创新举措

基层党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基层党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
把 党 组

织覆盖到农村、城市社区
最末端，全区1768个经济社全覆

盖组建党支部 1704 个，全区 341 个备
案住宅小区党组织覆盖率超95%；全面推

行“4+5+1”基层党建制度，激发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两个作用”；在166个村

（联社）全面推行村一级的“十件民生实事”，以“小
切口”解决“大民生”……

做好基层党建工作至关重要。近年来，广州白
云区先后出台40项党建改革制度，形成20项创新
举措，打造“4+5+1”等系列党建品牌，着力构建
“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
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
高质量发展。在 2020 年广州市基层党组
织满意度调查中，白云区获得四项第

一。

作为广州市中心城区之一，
白云区具有“区位好、空间大、
功能全、市场活”的显著特色。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白云区常住人口达 374.3 万人，
是全市人口总量第一大区，其中
流动人口规模较大，占全市约
1/4，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更
大的挑战。

“白云区发展优势明显，但
也存在一些短板，归根结底还是
发展质量不高、党组织不强的问
题。为此，我们抓住党建引领的

‘牛鼻子’，把打造政治过硬、本
领高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
突破口。”白云区委办公室副主
任李灿邦说。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
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

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必须更加
注重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此，
白云区大胆改革创新，优化组织
设置，把党组织覆盖到农村、城
市社区最末端。白云全区1768
个经济社全覆盖组建党支部
1704 个，推行经济社社长任命
制，由村级党组织提出候选人名
单，镇街党（工）委审查同意后
任命上岗；推动实现党支部书记
和经济社社长一肩挑，打通重点
工作执行落实“最后一公里”，
把令行禁止体系延伸到农村最
基层。

“经济社党支部书记、社长
一肩挑的比例从 12%提升到
70%，实现党组织领导经济社运
作，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更加顺
畅。”白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蒋

学刚说。
石门街鸦岗经济联合社党

委书记蔡享声也感叹道：“干部
队伍更有担当、更有责任感了，
通过发挥主心骨作用，联社、经
济社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在
推进白云湖数字科技城用地项
目过程中，联社和经济社的党员
干部都充分发挥头雁作用、以身
作则，积极做好社员的思想工
作，确保该项目土地收储工作推
进顺利。

白云区还大力推进城市社
区业主委员会党支部建设，围绕
党对业委会领导缺失、行业监管
缺位等社区治理难题，率先破
题，在 124 个业委会上组建 95
个党支部，覆盖率76%。在没有
业委会的住宅小区，先行成立

235个业主党支部，主导成立业
委会，担任“八小时外红管家”，
全区 341 个备案住宅小区党组
织覆盖率超 95%，配套建设 56
个物管公司党支部。

在云城街，业主党支部通过
“线上+线下”齐联络，实现了小
区共治共建。“线下，党员干部
走家串户了解业主所期所盼；线
上，通过‘群众呼、党员应’二维
码收集意见，居民网上‘下单’，
小区业主党支部‘接单’后，开
启‘三级呼应’服务模式（即群
众呼、小区党支部应，小区党支
部呼、社区党支部应，社区党支
部呼、街党工委应），最终统筹
资源、畅通渠道，确保问题第一
时间回应，困难第一时间协调解
决。”云城街相关负责人说。

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打通令行禁止“最后一公里”

文/符畅

一村落实十件民生实事 小切口解决大民生

白云全区村社党员均在家门口悬挂了实名牌 石建华 摄

广州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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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位中国人
来说，“井冈山”这三个
字一定不陌生。它是一
个在教科书上、在党史教
育中、在文学作品里被反
复提及的熠熠生辉的时
空坐标。在这里，中国共
产党建立了第一个农村
革命根据地，引领了轰轰
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开
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光辉道路。

中国革命这条独特
的道路是如何开辟的？
星星之火何以成为燎原
之势，又能够给今天的年
轻人什么样的启发？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我们这一次赴
井冈山的寻访，就是一次
与历史的对话。

绵延五百里的巍巍
井冈，蕴含着革命历史
的红色摇篮。沿着当年
革命的轨迹，我们从朱
毛会师的龙市来到一根
灯芯照亮中国革命曙光
的八角楼，再到“报道敌
军宵遁”的黄洋界山头
和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中
心地茨坪镇……连续多
日的实地采访，我们在
红色遗址中体会着革命
的艰苦卓绝和军民同心
的众志成城，更加真切地
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

井冈山斗争既有胜
利与辉煌，也有低迷与
挫折。革命根据地和红

色政权之所以
在胜利中奋进、
在挫折中奋起，
理想信念起到
引领和支撑作
用。在革命根
据地处于危急
之时，一些人怀
疑过“红旗到底
打得多久”，毛泽东
同志奋笔书写《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
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
争》等著作，阐明红色政权
的产生、存在并且日益发
展，是历史的必然。

无数仁人志士在黑
暗中高举火把，播种却不
问收获，支撑着他们的，
恰恰是信仰的力量。他
们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
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
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创造了跨越时空的“井冈
山精神”。

今日的井冈山，满
目苍翠，雨后清新的空
气显示着生活的安闲甘
甜，一排排火炬路灯点
缀 着 城 乡 道 路 。 2017
年 2 月 26 日，井冈山在
全国 832 个贫困县中率
先宣布脱贫摘帽，井冈
山精神在脱贫攻坚的战
场上得到了血脉传承。
在乡村振兴的新征途，
井冈山进一步丰富旅游
业态，发展绿色经济，红
绿相映，闯出了一条发
展新路，也让寻访而至
的我们备受鼓舞。

至今我都无法忘记，3 月时嘉兴
南湖红船边那些老人家宣誓的背影。

今年 3 月，我与几位同事赴上海
和嘉兴进行《回望初心再出发·红色圣
地》系列采访。走访红色史迹，寻觅文
物，对话守护者，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
次的“奇遇”。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
湖红船、《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新青年》创刊号、《游击队歌》手稿
……当这些历史书中的画面真实出现
在 我 眼 前 ，那 种 惊 喜 和 感 动 不 言 而
喻。当然，感动之处还包括它们背后
的一些人。这次我想谈一谈新闻背
后，我遇到的那些特别的人。

第一位是一名 90 后文物保管员，
贾怡萍。在我们去中共一大纪念馆
库 房 拍 摄 时 ，怡 萍 负 责 讲 解 文 物 故
事。穿着朴素的她很随和，对文物十
分了解。聊天中得知，她家中三代人
都在做文物保护工作，父亲与爷爷均
在河南的博物馆任职。她自小就热
爱 研 究 历 史 文 物 ，大 学 专 业 是 历 史

学，毕业后便考到上海中共一大纪念
馆工作。在与怡萍的交谈中，我感受
到她身上有一种平静和淡然，也许这
是职业赋予她的气息。“从小耳濡目
染，喜欢文物工作的氛围，能让人静
下来，尤其是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更
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守护好我们的
精神家园。”怡萍说。

在嘉兴南湖红船边采访拍摄时，
一群老人家让我“泪目”。他们是来自
浙江温州的党员，都已年过花甲，这是
他们第一次来到南湖。带队的是几名
年轻人，他们帮着老人在红船边“排排
站”，老人们右手握拳举起，向着党旗
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看着这
些白发苍苍的老党员庄严重温入党誓
词，我不禁眼中泛泪，内心澎湃。

引起我深思的是时任中共一大
纪念馆副馆长宋依璇。初见她的第
一印象是：年轻、干练。80 后的她讲
话有种“魔力”，平静又吸引人。一小

时的访谈中，她向我们讲述了中共一
大会址的寻访过程、镇馆之宝《共产
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红蓝姊妹本”的
故事……新时代该如何传承红色文
化？她说红色文化是很年轻的，当年
中共一大代表们平均年龄 28 岁，放
现在就是 90 后，但他们已经在建立
一个伟大的政党，“100 年过去了，红
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没有变，发生变化
的只是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我们要运
用现在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红色文
化也可以很潮……”

当我站在这些红色史迹旁，想象
着 100 年前，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们在
思考着国家的未来，在用生命捍卫理
想和信仰。那么 100 年后的我们呢？
我们要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在 宏 大 的 历 史 叙 述 的 背 后 ，还
藏着无尽的故事和感动等待着我们
去 发 现 和 记 录 。 我 想 ，这 次 的 行 程
只 是 一 个 开 始 ，我 还 将 上 路 ，还 将
再遇见……

文/柳卓楠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巍巍井冈信念如炬

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
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
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
革命精神之源，也是
“红船精神”的深刻内
涵。 ——习近平

在井冈山的革命
遗址参观，经常能看到一

张张黑白肖像，上面简单的生
平介绍里，生卒的“卒”，大多是在
1927 年、1928 年、1930 年……这
些在20多岁、30多岁就壮烈牺牲的
年轻烈士，为了党的事业永远地驻留
在青春里。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
贞，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是共
产党人、工农红军和革命群众
在井冈山斗争中坚守的理

想信念。

红船旁重温誓词 信仰传承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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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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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乡村振兴谱写新篇

本报记者重访红色圣地，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革命历史中汲取营养

坚守初心葆活力 百折不挠创奇迹

文/ 陈泽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羊城晚报策
划《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回望初心再出发·
红色圣地》建党系列报道，
第四站我们来到了福建省
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

1929年 12月，在福建
古田镇召开的古田会议，
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
军的光辉道路，新型人民
军队由此走上波澜壮阔的
历史征程。

时值初夏，雨后放晴，
整个古田小镇静谧怡然。
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古
田会议 永放光芒”八个大
字映入眼帘，大字下，白墙
青瓦、苍山环抱的古田会
议旧址庄严肃穆。

在 采 访 古 田 会 议 纪
念馆副馆长邓宇河时，他
说，寄予“永放光芒”期望
的革命旧址很多，但是古
田会议会址这八个大字
有 深 刻 的 政 治 出 处 。
1960 年 9 月，中央军委在
会议中通过关于加强思
想政治建设工作的决议
时，明确提到：“古田会议
所确立的我军政治工作的
光 荣 传 统 ，是 永 放 光 芒
的。”到了1969年，为庆祝
古田会议召开四十周年，
这八个字被置于会址之
后 ，大 字 用 搪 瓷 烧 制 而

成 ，虽 然 已 经 过 去 了 52
年，依然熠熠生辉。

永放光芒的不仅仅是
古田会议，更是古田会议
精 神 。 如 今 ，92 年 过 去
了，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
引下，红色古田老区通过
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时期谱写了一曲曲改革
开放、乡村振兴的新乐章。

眼前的古田已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宽阔
平坦，街道干净整洁，一幢
幢白墙灰瓦的小楼林立，
老百姓脸上处处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当记者走在小镇的街
头巷尾时，沿街商铺琳琅
满目，每家门前都挂有红
色文化标语等口号。在古
田会议旧址附近，不少的
旅游酒店、农家菜馆生意
红火。据当地人介绍，每
到 节 假 日 ，更 是 一 房 难
求 、一 位 难 求 。 古 田 小
镇，已成为红色旅游与乡
村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当记者行驶在干净宽
敞的曙光路，来往的车辆
络绎不绝，每天都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里参
观瞻仰，带动了当地的经
济发展，曙光路真正成为
了当地居民走向幸福生活
的曙光之路。

文/张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