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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天11

有“小山峡”美誉的洋潭水库。（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明确乡镇（街道）权力事项119项、村级
组织承担或依法协助事项 89项，取消优化

“美丽庭院”评选等事项 82项，取消证明事
项 83项，市本级绩效考核指标从原来 121
项压减至 64项……今年以来，湘潭市认真
落实基层减负有关精神，整治“小马拉大
车”，制定出台 18条赋能举措，让基层“轻
车”“壮马”好振兴。

建强堡垒

减负赋能的核心是强化党的组织肌体。
湘潭市推行“支部建在网格”“支部建

在小区”做法，全市1355个小区实现党组织
全覆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有效加
强。湘潭县云龙山庄小区选好支部“带头
人”，走出一条“党建引领、业委主管、党员
带头、业主参与”的小区自治管理模式，推
动小区治理从“无人管”向“共治理”跨越。

按照“一年建库、二年培育、三年使
用”步骤，湘潭提前布局2026年村级组织换
届，加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培
育，现已储备2009名后备干部。同时，选派
145名年轻干部、326名驻村干部、400名科
技特派员到一线助力乡村振兴，为基层注
入“源头活水”。

在市城区，湘潭市做细街道“大党工
委”制，做实“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发挥湘
钢、湘大等单位优势，推动在职党员到社区
报到，促进区域内各类组织资源的深度融
合与高效配置，汇聚治理合力，实现资源共
享、大事共商、服务共担，变“单兵作战”为

“集团作战”。

激活主体

减负赋能的根本是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湘潭市织密“片组邻”体系，选拔热心
村（社区）事务、乐于服务群众的邻长近7万
名，联系服务群众 101.6万户，摸排各类问
题 3万余件，提供微服务 11万次。湘乡市
先锋村吸收种粮大户担任邻长，通过向周
边农户传授先进种植技术、提供优质农资
支持，推动粮食生产稳步提升。

湘潭市建立健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
司、邻长、群众代表等共同参与多元共议共
商机制，以民情恳谈会、屋场会、社区运动会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
基层治理。岳塘区云峰社区创新开展“你
好·邻居”系列活动，居民群众自我协商处理
矛盾问题增加90%，上交问题减少66%。

智慧赋能

减负赋能的支撑是运用好数字化手段。
湘潭市整合综治中心、网格中心、

12345便民服务热线等，推进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累计受理办结群众上报
事件121万余起，满意率99.9%。雨湖区依
托“千年雨湖智慧平台”创新建立“全民通
讯录”，将全区村（居）民通讯录与80个区直
部门、各乡镇（街道）党员干部职工通讯录
进行贯通融通，居民通过“一张网”可与
8100余名党员干部进行“点对点”互动交
流，打造干群线上“会客厅”。

目前，全市首批101项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一网通办”，涵盖社会保障、交通出
行、就业创业等多个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领域，有力解决多系统受理、信息流转不
畅等问题，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构建起了一体化、智能化的政务服务
新生态。“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入学一件
事”“大件运输一件事”等民生事项已实现
高效办理，深受基层干部群众好评。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10月26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致电丹尼尔·弗朗西斯科·查波，祝贺他
当选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莫桑比克传统友好。近年
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我高度重视中莫关系发展，愿同查波当选总统一道
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弘
扬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莫桑比克
当选总统查波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民政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履职尽责，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

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
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
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
量发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
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
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
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应有贡献。
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 10月 25日至 26日

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
讲话。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充分肯定近年来民政事业发展取得的显
著成绩，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做好民政工作提
出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
程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
贯彻落实。

李强指出，民政事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彰
显着社会的良心、坚守着道德的底线、体现着文
明的传承，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伟大实践，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民政工作
水平，把包括困难群众、残疾人等在内的各类群
体的切身利益保障好、发展好，形成为实现共同

目标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
李强强调，要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民政工

作，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政策制
定上，从群众多元需求出发，增强政策针对性和
有效性。政策执行上，做到政策刚性与工作柔
性有机结合。政策反馈上，健全政策评估优化
机制。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民政工作，善
于从政治上思考、谋划、推进民政事业发展。要
以深入细致的作风做民政工作，主动沉到基层
一线，把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增强见事于细、见
事于早的洞察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善于
在解决群众生活小事中做好为民爱民的大文
章。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做民政工作，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系统谋划实
施民政改革，既要解决好群众眼前遇到的烦心
事揪心事，也要主动谋划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
制度体系，不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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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李强出席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并讲话

访民情、听民声、解民忧。今年以来，
湘潭市纪委监委深入开展“心连心走基层、
面对面解难题”活动，推进实施“五心工
程”，把乡村振兴联系点、联点共建社区群
众“需求清单”转化成“满意清单”，办成一
件件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

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现在住得蛮舒服，再也不用拿盆接水
了，真的谢谢你们……”近日，面对回访的
市纪委监委党员干部一行，雨湖区姜畲镇
易建河村的邓大爷眼眶湿润。

几个月前，市纪委监委党员干部和驻
村工作队员在邓大爷家走访时了解到，他
居住的房屋漏水严重，亟需修缮。可邓大
爷年老多病，唯一的儿子早逝，孙子孙女年
幼，镇、村考虑实际情况，已将邓大爷家确
定为低保户。

随后，市纪委监委与该村后盾单位、村
干部一起制定帮扶方案，对接联系住建部
门，申请危房改造专项资金，翻修房屋，消
除居住安全隐患。同时，与区妇联对接，为
邓大爷家孙子孙女解决学习和生活方面诸
多问题。

“心连心走基层、面对面解难题”活动
开展以来，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组织党员

干部深入易建河村了解民意，推动解决居
民房屋修缮、重残人员轮椅申请、水塘和渠
道清淤、抗旱机台整修、村道拓宽和组道硬
化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8个，化解矛盾
36起。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结合易建
河村区位优势，市纪委监委积极协调相关
部门，全力支持该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低
镉水稻种植示范片建设，推广“稻再油”优
质高效粮食生产模式，盘活村闲置资产成
立村供销合作社，建设村级榨油坊、蔬菜大
棚，培育种粮大户。今年以来，已推动各级
投入乡村振兴建设资金60余万元用于该村
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

在各方支持下，易建河村近年来荣获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特色精品乡村”、市级“文明村”“卫
生村”“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等多项荣
誉。2024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
120万元。 下转4版③

十万雄师，铸就千秋伟业；一渠碧水，润
泽万里河山。

在湘乡市虞唐镇，有一潭碧水，这就是洋
潭水库，为韶山灌区的“龙头”，亦有“小三峡”
之美誉。韶山灌区186公里长的一渠清水，就
是从这里开始源源不断输送到湘中大地。

10月的洋潭水库水面宽阔，山峦翠秀，犹
如人间仙境。

洋潭水库大坝有进水闸、滚水坝、泄洪
闸、水电站、斜面升船机等设施。其中滚水坝
有行人桥，方便游客与过往群众通行。

航拍的洋潭大坝，气势雄伟，犹如巨蛟龙
首横卧于涟水。大坝上，“韶山银河”四个大
字熠熠生辉。

伫立行人桥，坝上是水波浩渺、山水回环
的洋潭库区，坝下是逶迤曲折、奔流不息的清
水，不禁想象大坝泄洪时，急流飞泻，水声隆
隆的壮观场景……

深秋的洋潭水库，湖面平静，水天一色，
非常适合乘船游览。

租赁一艘“涟水旅游公司”的游船畅游洋
潭，仿佛置身于一幅绝美的水墨画中，别有一
番情趣。

随着游船的移动，涟水河两岸的美景尽
收眼底，岸边山峦连绵，树木葱郁，依山傍水
建设的农舍白墙蓝瓦，很是显眼。岸边的树
林中，不时有一群群白鹭起起落落，给这幽静
的水库增添了几分灵动。

在洋潭水库旁，还有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
训练基地，每年都有一群年轻的运动员在这进
行“水中搏击”，尽情展现他们的青春风采。

除了游船，毗邻洋潭水库还有一家民宿——

生庐·洋潭里，这是一个适合放松的好去处。
洋潭里是湘潭市乡村旅游中的新亮点，

被评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点，是全国首
批也是目前湖南唯一的甲级旅游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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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减负 为实干赋能
——我市以党建引领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本报记者 陈静

湘潭市纪委监委：

带着感情走基层 身入心至暖民心
本报记者 谢雨芬 通讯员 彭华

“我们作为上市公司，不仅生产经营要符合
规范，也应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为环保事业尽
一份力量。”10月24日，湘潭高新区开发建设局
对崇德科技雨污分流改造项目进行回访，公司
党支部书记黄颖这样说。

今年以来，湘潭高新区多措并举，高效完成
了 2024年度 52家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改造工
作任务，成为全市率先完成改造任务的单位，在
打赢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再下一城”。湘
潭高新区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我们不妨去瞧
一瞧。

湘远重工的“转变”

雨污分流管网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其畅
通程度与城市环境和人民生活关联紧密。

“搞好雨污分流改造，是利国利企、造福子
孙后代的事。”湘远重工被列入 52家企事业单
位改造名单，这些道理负责人李庆利都懂，但是
心里没底。

为什么没底？
李庆利现年66岁，2005年起就在湘潭高新

区办企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对以往打过
交道的少数政府干部，他确实有些看法：“红头
文件一放，人就走了。具体怎么搞，企业没有方
向。”

因此，年初湘潭高新区开发建设局项目监
管负责人张小辉登门送雨污分流改造任务交办
函时，他也没个好脸色。“现在企业这么难，还要
花钱搞改造？我想不通，这该由政府来负责。”
李庆利说。

湘远重工属于社山港流域，排水制为合流

制。张小辉介绍完这次雨污分流改造任务和实
施方案后，话不多说，从车尾箱拿出两样工具。
他洋镐一撬，开一个井盖，手电筒一照，看水流
走向，现场分析问题。李庆利被他这份实干精
神震惊到了，心思有了些松动。

紧接着，开发建设局局长刘宇也来到了厂
里。“那么热的天，他们就站在树荫下和我谈，苦
口婆心地做工作，连杯茶都没喝。”回想那一幕，
李庆利脸上流露出切切实实的感动，他说，“有这
样的干部、这样的作风，我们企业肯定得支持。”

湘远重工隔壁就是一家加油站，地下高压
电缆、燃气、自来水管线交错，情况复杂。从勘
测设计到优化方案，再到现场交底以及解决疑
难问题，开发建设局安排工作人员往湘远重工
足足跑了8趟。企业有什么问题，要怎么改，改
成什么样才能既符合要求又省钱，都指导得清
清楚楚。

“合理优化方案，不搞大拆大建，既为企业
降低了投资成本，也降低了对生产生活的影
响。”张小辉介绍，比如厂内取消了重新铺设两
座厂房之间雨水管道的方案，而是拉通现有两
条雨水沟，承担起雨水管道的功能，实现了“花
小钱办大事”。最终，湘远重工在6月底成功完
成雨污分流改造。 下转4版④

走好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雨污分流改造的“高新模式”
本报记者 丁玉洁 通讯员 尚亭

“在湘潭看见美丽中国·水韵莲城‘百’景图”系列报道⑥
“小三峡”洋潭水库

本报记者 王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