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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富裕实践中干出实效

——干部闲不住 群众得幸福

在白塔镇，“六个不闲着”绘就了党员干部学史力行的最好答卷。
多年来，白塔镇立足区域优势，实施“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不闲着、让每一位群

众都不闲着、让每一间房屋都不闲着、让每一块土地都不闲着、让每一分余钱都不
闲着、让每一门手艺都不闲着”的“六个不闲着”，让群众、资源、资产、产业等各方面
要素迸发活力，实现户户创业、家家致富。

2020年5月，一场房屋大流转在白塔镇高迁村开展地风风火火。
高迁村位于白塔镇的核心区块，古村与神仙居景区为邻，紧靠诸永高速神仙居

出口，交通便捷，拥山环水，景色宜人，且文化底蕴深厚，古民居体量庞大，发展潜力
巨大。但多年来，村民多外出就业，古民居被闲置，房屋资源无法盘活。

“不如我们将村里的闲置房屋流转回村集体，再统一出租。这样一来，村民既有
租金收入，还有人来维护房屋，最重要的是产权不变，一举多得。”于是，村两委班子
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分析利弊，终于，五十多户村民签订了出租协议。

“帮村民们清理房屋，搬杂物，花了我们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高迁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吴海涛说，“去年，我们与浙江乐伦旅游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我们负
责提供房屋，他们负责房屋维护和引进资金，前面两年免费租给他们，等准备工作
完成我们开始收租金，此外，他们盈利的百分之十五会提成给村集体。”

如今的高迁村，原先闲置的古民居成了商户的绝佳店铺，无骨花灯、茶叶、青花
布等元素不断涌入，文化气息更加浓郁了。

高迁村发展得有声有色，其他村子也不甘落后。
连日来，仙居县白塔镇上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叶芳军忙着规划村里的

娱乐设施，在他看来，一个游乐场的建成，解决的是一批村民的就业问题，还能留住
游客，带动村里民宿生意，可谓一举多得。

他的算盘打得有道理：上叶村位于神仙居景区入口处，近年来随着整村搬迁与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一幢幢崭新的民房建了起来，村容村貌得到巨大提升，一家家
民宿也随之开了起来，如今村里已有二十多家民宿。

“很多村民都回家开起了民宿，生意很不错。回不来的，我们也帮他将房屋租出
去，增加收入。”叶芳军说，上叶村村民吴日星本来打算自己做民宿生意，可外地生
意放不下，自家房子装修好了，干放着实在浪费。叶芳军等村干部得知情况后，积极
帮其“谈生意”，最后他的房屋以10万一年出租。

此外，在上叶村，每块土地也都不闲着，门前屋后的一米菜园，兼顾着观光效益
与经济效益，油菜花、玉米、辣椒等农作物依着季节轮番上阵，成了游客的网红打卡
点。

每间房屋不闲着、每块土地不闲着、每个党员干部不闲着，类似的例子在白塔
镇不胜枚举。此外，该镇还开展农民培训，实行“一户一策”，开通“送货郎”来料加
工，让每一位群众都不闲着。目前，该镇已开通“送货郎”线路 4条，覆盖全镇 28个
村，解决1000余名群众就业。

“近年来，我们还与中国美术学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共建‘中国美院•白塔乡土
人才研学基地’，依托农村文化礼堂、乡贤馆等平台，定期开展艺术美学赋能传统技
艺培训，让传统艺人人尽其才，让每一门手艺都不闲着。”白塔镇组织委员郑宇恒
说，今年1—6月，该镇已承接研学人员2000余人次，30余名无骨花灯从业人员每人
增收近6万余元。

白塔镇“六个不闲着”的生动实践，是仙居县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竭力
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一个缩影。

边角地改造而成的停车场，解决困扰群众多年的停车难问题；神仙居景区北海
索道站的党员服务厅、联勤服务站，为游客实时解决矛盾纠纷；口袋公园不断建成，
群众身边的小确幸越来越多……

仙居仙居：：““三为三为””实践显成效实践显成效
以以““办实事办实事””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新闻概要】

“我是宣讲人”理论宣讲品牌越擦越亮，“先锋号”“银耀团”“青骑兵”“巾帼美”“草根团”五支特色宣讲队，1100余名优秀宣讲员奔走在仙居各地，3700余场次的宣讲，为35万余人次群
众带去了党的声音。今年来，仙居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推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开花、学见真章。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在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同时，仙居还坚持放大学习成效，积极拓展服务对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
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负担”专题实践活动，不断提升为民排忧解难实效。

目前，77项县级办实事项目和138项领导领衔办理项目进度在89%左右，服务1.6万余人次，破解各类难题520余个。“亲农在线”应用平台、“五环智控”县域矛调管理应用场景、助企
“码上办”等相继推出……

在仙居，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工作实绩。

>>>以数字化改革解惠民密码

——办事更便利 群众更省心

作为浙江省26个加快发展县之一的仙居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全省
唯一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的发展实际，从应用要素升级、绿色模式创新、基
层治理优化等维度提升数字化场景应用，为县域绿色富民、科学跨越增添数字发展
新动力，以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不用东奔西跑，点点屏幕，有机肥补贴申请“一键”发送；碰到技术难题，打开视
频，农技专家实时在线“云指导”……在仙居的乡村田野，“数字化春风”扑面而来。

在埠头镇大庄村，葡萄种植大户沈波承包了40多亩土地。过去，每到葡萄生长
关键期的三月，他一边要施肥，一边要忙着申请有机肥补贴。从填写申请表格到各
级层层审批，至少要等上小半个月时间。

今年，沈波没有为申请补贴跑过一趟腿，所有手续都在仙居“亲农在线”应用上
完成。

他打开平台内的一张有机肥料补贴申购登记表单，表单发送后，村干部、乡镇
干部和农业农村局相继开展线上和线下审查复核，最快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等
年度项目结束后，补贴资金也会及时打入农户的银行卡中。“真的太方便了，省心省
力省时！”沈波说。

据悉，在“亲农在线”应用中，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和业务隔阂被不断打
破，它将全县20多个涉农部门、企业、机构等进行整合，各种跨部门跨层级的数字
化改造得到实现，涉农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了。目前，仙居的超一半梅农注册了

“亲农在线”，已为农户开具发票金额达1.39亿，办理流程材料精简率达80%以上，
农户户均收入同比增长23.8%，满意率达100%。

一头跑服务，一头解纠纷。仙居拥有20个乡镇街道，332个村社，存在基层组织
分布散、数量多的特点以及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联动难、管控难、定责难”等问
题。

为此，仙居创新推出县域矛调信息、责任、调处、研判、评价“五环智控”，以“一
码管到底”系统为支撑，以“民声码”贯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全过程，实现“基层治理
四平台”和“省矛调协同应用系统”从概念到实践、从政府到全民的应用过程，进一
步推动矛盾纠纷调解，实现基层治理从“传统人治”向“整体智治”转变。

截至目前，信访和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从原来69.92%提升到98.66%，矛盾纠
纷“136”化解目标基本达成。近3个月来，59.3%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村级、31.4%化解
在乡镇级、仅9.3%化解在县级，群众反馈满意率98.3%。

“今年，仙居县梳理出25个特色应用场景试点项目，正在培育申报项目17个，
得到省厅认可批准 8个。”仙居县改革办副主任李益民表示，此外，仙居还摸排出

“教育医疗、交通出行、金融环保”等高频民生需求200余条次，梳理出“三张清单”
51个单位89个需求事项，拆解出一级任务16个，二级任务91个，三级任务292个，
四级任务390个。目前已升级市民卡“同城待遇”应用，实现市民卡乘坐全国200余
个城市交通轨道功能，推动老兵就业、玩转仙居、党史教育、“亲农在线”等7个高频
应用上架“浙里办”，数量居全市首位，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在项目推进中感悟思想

——以干事热情 破发展难题

2021年3月2日，省委书记袁家军在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提出“破
解拆迁安置建房难”要求。今年以来，仙居县聚焦统征统拆，聚焦速战速决，聚焦利
民利企，聚焦共建共赢统筹谋划征地拆迁项目，发动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干
争先，有效破解拆迁安置难题。

从去年在疫情防控一线提交入党申请书，到如今在高铁新城建设中正式转为
预备党员，仙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干部陈思宇在仙居年轻干部的大练兵中淬炼了
党性，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今年拆迁过程中，我看到拆迁户中不少党员的所作所为，非常钦佩。”今年三
月，陈思宇像众多仙居年轻干部一样，被抽调到高铁新城建设一线进行锻炼，讲政
策、做工作，既以党史学习激励自身，也在工作中汲取奋进动力。“许多涉及拆迁的
党员户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张宽深是当地的退休干部，家中新房刚装修好就迎来了要拆迁的消息。陈思宇
得知这个情况后，心中有了打量：这户工作不好做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张宽深
只说，“党和国家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作为党员怎么能够不支持呢？”

党员就是要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带头奉献。陈思宇还记得，在黄坦树社区
办公楼里，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同志，别着老式党徽，在等候着核对确认签字。十二点
多了，办公室里依旧人头攒动，还没轮到他。“我给您早点安排吧，这么晚了。”“没
事，我们按顺序来，再等等。”

高铁新城建设是仙居‘四大突破口’之一，也是仙居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主
战场。在这场大练兵中，不论是广大的干部还是拆迁户，他们主动亮出党员身份，以
高度的思想自觉，积极推进仙居高铁新城建设。

“日督战、周会商、月评估”，众多党员干部不分昼夜工作在一线，走村入户讲解
政策，再开会理顺工作思路，凌晨一两点钟回家是常态；高铁新城开发指挥部干部
吴丰杰与同事们通宵达旦，时常累到坐哪睡哪；不管多晚都要召开例行会议；结算
室凌晨三四点还是灯火通明；指挥部食堂成了干部们抽空交流工作的场所……

从去年 12月开始，仙居县市民中心片区房屋征收工作专班仅用时 43天，就完
成了市民中心片区788户被征收户、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的丈量评估工作。4月
29日晚 10点 40分，100%完成协议签订。征收工作从启动到完成协议签订，前后不
过5个月时间。这是仙居城区历次拆迁中体量最大、拆迁速度最快、拆迁推进最平稳
有序的一次。

“今年来，我们围绕四个聚焦切实破解拆迁难问题。”仙居县相关负责人说，在
重大项目推进中，我们以临时党支部为依托，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了一批群众的急难愁盼难题。目前，第一阶段攻坚
任务基本完成，全县面上仅用5个月时间完成2100多户近万人的征地拆迁，直接腾
出空间3000余亩。

>>> 大力宣传“亲农在线”智慧应用平台

>>> 党员服务亭为群众提供便利

>>> 仙居党员积极帮助群众搬家

>>>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报记者 张妮婷 文 仙居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