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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心中的这十年

勇担使命，守好红色根脉
本报记者 沈 吟 黄珍珍 王 波 通讯员 吴丽珍 共享联盟·福明街道 褚燕玲

勇担使命勇担使命，，守好红色根脉守好红色根脉
本报记者 沈 吟 黄珍珍 王 波 通讯员 吴丽珍 共享联盟·福明街道 褚燕玲

常怀“赶考”之心，勇于自我革命，这是百年大
党不懈奋斗淬就的鲜明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
治党”，从“党的自我革命”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
领伟大社会革命”，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远见和清醒。

这十年，历届省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道路开拓创新、接续奋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在党的旗帜下唯实惟先、埋头苦干。信
任和嘱托重逾千钧，使命和责任光荣重大，全省党
员干部群众以最坚决的行动落实总书记重要指
示，勇扛历史使命，把殷殷嘱托落实在之江大地。

“红色根脉”，党在浙江百年奋斗历程最鲜明
的底色，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蕴含着以伟大自我
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基因密码，是浙江精神
之源、使命之源、力量之源。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浙江以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守好“红色根脉”。

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思想指引之下，
是生生不息的接力前行。这十年，红色基因一脉
相传。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到党史学习教育……浙江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生
动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
强党性修养，不断汲取精神力量，将深邃的思想之
力转变为磅礴的实干伟力。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十年，浙江城乡
的党群服务中心星罗棋布，为民服务“不打烊”；风
雨中、泥泞里，在一个个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全省各
级党员干部的忠诚一次次接受检验。

“问题发现靠党建、问题发生查党建、问题解
决看党建”。这十年，浙江抓党建带全局，构建以
七张问题清单为牵引的党建统领问题管控机制。
各级党组织以问题清单为抓手，通过解决问题推
进党建，形成党建统领、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干
事创业格局。在数字化改革的牵引撬动下，党建
统领整体智治体系不断深化。

以浙江党建之窗展示百年大党的风华正茂。
这是信仰的召唤，这是时代的使命。这十年，浙江
加快干部队伍组织工作重塑，实施“红色根脉强基
工程”，持续深化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
村社换届经验20条、导师帮带制等在全国推广。

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这十年，浙江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争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排头兵，
推进干部队伍组织工作系统性重塑，以组织担当激励干部担当，深
入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

宏伟事业，在开拓中成就辉煌。
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映照着中国

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这十年，浙江着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清廉浙江建设取得重大成果，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圆满完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任务。

秀水泱泱，初心未改；钱江潮涌，波澜壮阔。
时代见证，我们曾以梦想为岸，扬帆起航。千帆竞速，我们必

将劈波斩浪，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在新的赶考路上再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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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党建工作
大事记
浙江党建工作
大事记

2012年

中共浙江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
杭州召开。

2013年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省委第一次召开县委书记工作视
频交流会，打造晾晒比拼、赛马争先大
舞台，成为长期坚持的金名片。

2014年

组织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2015年

全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动。
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在杭州
召开，中组部专门下发文件，将“浙江二
十条”经验做法总结推广到全国。

2016年

全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启
动。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作出从严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鲜明提出打
造勇立潮头的浙江铁军。

2017年

中共浙江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
杭州召开。

2018年

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清
廉浙江建设的决定》。根据党中央统
一部署，高质量完成省市县乡党政机
构改革，从体制机制上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作出制度安排，从机构职能上把
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
环节。省委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城
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省委办公
厅印发《浙江省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规划纲要（2018—2022年）》。

2019年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制定出台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
办法，开展关键岗位领导干部政治素质
考察。启动“浙江省担当作为好干部”
常态化评选表彰，首批表彰100名。

2020年

村（社区）组织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一肩挑”率从 12.23%提高到 98.43%。
省委召开省管领导班子政治建设座谈
会，出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政治建设

《若干意见》，鲜明树立政治首位导向。
首次在省级层面开展100名年轻干部跨
地区跨部门集中交流，进一步优化干部
成长路径。

2021年

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全省基
层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大力实施“红色
根脉强基工程”，评选表彰“十大强基
先锋”，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整体跃
升，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制定出台
选人用人“一体系三机制”实施意见、
适应数字化改革要求加快建设变革型
组织《若干意见》，以换届为契机推进
领导班子结构功能、干部队伍能力素
质、干部成长路径、干部工作体系和团
队文化“五个重塑”，加快打造变革型
组织，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圆满收
官。启动“千名干部交流互派工程”，
赋能助力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

2022年

中共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
杭州召开。

（本报记者 沈吟 整理）

本报记者 沈 吟 叶晓倩 梅玲玲 市委报道组 蒋 君

“这是我们村自己的牌子‘泉淘趣’。猕猴桃新鲜上市，在今天
直播间下单，价格特别实惠。”上午9时，江山市清湖街道清泉村党
委书记吴香华拿着猕猴桃，正在直播间展示。这段时间，正值清泉
村猕猴桃的开摘季节，吴香华亲自上阵，把直播开到了田间地头，
现场为村民的猕猴桃卖力吆喝。

“今天上午直播，你的猕猴桃卖出了500多单，卖了3万多
元。”下播后，吴香华把上午的“战果”告诉了种植户黄炳阳。“谢谢
书记啊，太好了。”黄炳阳笑得合不拢嘴。

清泉村是江山市最大的下山搬迁安置新村。2008年，这个刚
建成的移民村汇聚了1000多户4211人，涉及山区13个乡镇78
个行政村。由于村民的土地、山林都留在迁出地，大部分年轻人选
择外出务工。

黄炳阳在那时和大家一起搬下了山，当时他还是个泥瓦
工，四处奔波。后来年岁渐长，黄炳阳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但生
性勤劳的他又闲不住。2015年，黄炳阳响应村里号召，流转土
地回到山里种起了猕猴桃。“之前我没种过猕猴桃，不过有村里
指导我们种植技术，还帮我们打开销路，没什么可担心的。”黄
炳阳说。

2014年，清泉村投入300多万元，建起占地2000平方米的5
层大楼。但这幢楼做什么用途，当时大家意见不一。吴香华意识
到，借助互联网，或许能让农民和土地建立新的联系。于是，村党
委决定把这幢大楼出租发展电子商务。通过招商，10多家电商企
业相继入驻，并形成了猕猴桃、高山茶叶等特色产业。

短短数年间，清泉村这个曾经无集体经济、无集体资产、无土地
资源的下山搬迁“三无村”，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

在清泉村的电商大楼里，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发货。门前快
递公司的车辆来来往往，山茶油、茶叶等本地农产品通过网络销往
全国各地。

山货上网，让农户变成“新农商”。村民想学电子商务，村里的乡
村振兴讲堂就根据大家的需求安排课程。电商大
楼里，直播厅、培训教室等一应俱全，从事电商所
需的配套服务，这里均能“一条龙”提供。

如今，清泉村90%的村民都回到村里。据
统计，全村有2000多人从事与互联网相关的
农产品种植、销售、服务工作，去年交易额超两
亿元。

山货触网
农户生活更红火
山货触网
农户生活更红火

扫一扫 看视频

浙江，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红色根脉”，党在浙江百年奋斗最鲜明的底色。党旗飘扬，砥砺前行。这些年，浙江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之江大地上创造出一个个喜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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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建统领，小古城村形成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模式。 小古城村供图通过党建统领，小古城村形成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模式。 小古城村供图 浙闽边界乡镇开展茶产业技能培训，推动两地茶产业发展。 庆元县委组织部供图 辖区企业员工通过荆城“楼宇大脑”了解楼宇产业分布。 福明街道供图

长兴县夹浦镇组织辖区企业开设车间党课，组织党员员工在车间内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王建龙 拍友 谭云俸 摄

建德市洋溪街道党员志愿者和青年创客们一起化身网络主播，开展公益直播带货助农行动。 拍友 席静 摄

在嘉兴南湖，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在红船边重温党的历史。 本报记者吕之遥拍友周晨磊摄

我是土生土长的小古城村人，在村里工作
已经30多年。从村委委员、村委会主任再
到 2013 年起担任村党委书记，尤其是这
十年来，可以说是看着村里环境越来越
美、村民关系越来越和谐、村民口袋越来
越鼓。

小古城村因为小古城遗址坐落本村
而得名，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现有农户
996户、人口3800余人；党员184名、分成7
个网格支部。

2005 年 1 月 4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来小古城村考察调研。这十多年来，
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努力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
村里那棵大樟树下，一直摆着圆形石桌和石凳，这不仅
是村民休息的地方，更是大家参与村子重大事务的议
事场所。

小古城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领导核心作用，在村党委的引领下，我们通过“议什么”“谁
来议”“怎么议”“议的效力”四个方面深化完善民主协商机
制，带动老百姓参与全村各项工作，形成了“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模式。

如何在原有基础上对小古城村进行再提升，成为村里
思考的问题。我们经过多方论证，决定坚持“生态靓村、园
区富村、品牌名村、依法治村”的理念，以“党建+”工作方式

为抓手，把小古城村打造成村美民富的样板村。
在我们村的钱三组，古朴的低矮景墙

取代了之前高高的围墙。这次降围墙高
度，靠的正是“党建+治理”的力量。由
村干部和党员带头，与村民民主协商。
最让我们骄傲的是，拆围墙难题，从动
议到完成只用了21天。我觉得，这不仅
是拆掉了围墙，更拆掉了“心墙”。

基层民主协商“不偏航向”，基层党组
织必须当好家、掌好舵，牢牢把握工作主动

权。我们村在党建统领下，发展蒸蒸日上。
这几年，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大径山乡村国

家公园项目建设，小古城村集体经济搞得风生水起。全村
1.3万余亩土地全部进行了流转，租给开发商经营休闲农
业，去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996万元。

近年来，小古城村大力发展农文旅产业，2019年3月
注册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通过多途径开发利用，盘活小
古城现有闲置资源。还聘请乡村职业经理人专业化管
理。今年中秋节假期，光门票收入就达16万元，村民也更
加与村子一条心。

一个村富，不叫共同富裕。如今，我们成立乡村新社区，
小古城村、潘板桥村、求是村、曹桥村、桥头社区抱团发展，共
同富裕。通过党建引领，发动村民，共建共享，每个村都努
力，每个村民都努力，我们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余杭区小古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林国荣：

党建统领，乡村焕发新活力
庆元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处在浙南闽

北交界处，与福建省的松溪县、政和县、寿宁
县毗邻。

近些年，得益于浙闽边界党建联建工作
的开展，邻居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们
安南乡，就是这项工作最早的发起成员。

为什么要跨省联建？党的十八大以
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陆
续推进，边界乡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交通、网络、产业等互通条件也逐渐成熟。
两地人员交往日益密切，治理难题随之而来。

为此，2018年，我们率先探索浙闽边界党建联
建工作，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边界治理的新路。周边乡镇
陆续加入，如今联建成员共有14个乡镇。

抱团发展，畅通了组织共建之路。根据我们共同发布
的章程，各成员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和专题座谈会，协
调解决重大问题、协同推进重大事项。针对边界地区党员
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等问题，我们组建了20余个“红色
服务站”，推行开放式、包容性组织生活。如今，两省流动
党员不用来回跑，凭《流动党员证》就可在站内参加组织生
活、交纳党费。我们还健全了党员干部互派交流机制，让
他们互相熟悉乡土人情与工作方法。

一些边界治理难题，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新解法。
这两年，党建联建在边界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作用

明显。我们成立了省际防疫共同体，一旦有
疫情发生，迅速启动边界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可有效实现信息互动、物资互通、民
生互助。

你来我往，大家的共同话语多了，
共富之路越走越宽。

这些年，我们围绕竹木、食用菌、湖
羊养殖等特色产业，建立跨省农民专业

合作社，共享农产品市场资源，助力边界
群众增收致富。其中，安南工业园区 8 家

企业和安泰竹笋产销专业合作社，已吸收福
建籍员工近 200 名，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 1000 万

元以上，竹制品年产值1.2亿元，有效带动浙闽边界农户
增收。

党建联建，正在给两省老百姓带来更多惊喜。
因两省群众务工交流多、企业来往多，以往因跨省

政务政策不一致，导致企业、群众办事“两头跑”“多次
跑”。为此，庆元、政和、松溪三地行政服务中心党支部
联合推出行政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业务。今年 3 月，安
南设置丽水首个乡镇级“闽事浙办 浙事近办”服务专
窗，为群众免费代办医保、社保、税务等20个高频跨省政
务服务事项。

每次看到老百姓点赞，我心里都很欣慰。助力乡村振
兴、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使命。

庆元县安南乡党委书记吴华：

党建联建，绘就边界同心圆
8平方公里区域，矗立着84幢商务楼宇，汇

聚了7000多家企业和5万多名白领人才。这
就是我所在的荆城楼宇社区，被外界称为

“竖起来的社区”。
这里是宁波商业活力最强的区块之

一，与此同时，城市社会治理面临不少新
课题。东部新城核心区是福明街道的一
部分，虽名义上归街道管辖，但现实中“井
水不犯河水”。楼宇物业“各自为政”，过去
我们走访时，一些企业找不到负责人，有的连
门都不让进，更别谈管理和服务了。

如何破题？城市发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推进
到哪里。2020年12月，荆城楼宇社区正式成立。我们成立
了社区党委，在楼宇内设立集中办公区域，由街道选派6名
社工常驻办公。

仅靠6名社工，如何服务好数量庞大的企业和群众？我
们线上线下都有小妙招。

在我们的集中办公区，有一块显眼的电子大屏——荆
城“楼宇大脑”，它集党建、数字招商、智能评估、风险防控等
功能于一体。前不久，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看中东部新城的
产业环境，想在这里“安家”。社工让他在“楼宇大脑”前坐
了下来。动动手指输入需求，个性化选址方案一目了然，楼
层、面积、租金、楼宇产业分布等情况实时显示。从接洽到
最终落地，仅用了短短一周时间。而以前，这个过程起码要

几个月。
为细化治理颗粒度，我们以楼宇为单位，

细化划分了7个网格、24个微网格，推动楼
宇党组织和党员全员入网格，通过84个楼
宇微信群及时发布信息动态，为企业答疑
解惑。白天，社工们走访企业了解需求，
对接项目招商、跟踪落地；傍晚则将相关
数据录入系统。“楼宇大脑”实时更新数据，
并将部分数据开放给企业和物业，最大程

度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我们通过创新党建联建工作，点燃了“两新”

组织的“红色引擎”。在街道党委牵头组织下，区域内
同类型企业党组织抱团联建，吸纳各领域党组织230多个、覆
盖企业2000余家。今年4月，鄞州发生疫情，我们第一时间
向党建联建单位发布招募令，短短4个多小时就集结了2000
多名党员志愿者。他们踊跃参与现场扫码、测温、秩序维护
等志愿工作，成为疫情防控的有力帮手。

朝夕相处间，“陌生人社会”逐渐变为“熟人社区”：有的
企业拿出仅对员工开放的健身房，供周边企业员工使用；有
的对外开放员工食堂，解决周边白领就餐问题；还有的办起
展览、开设讲座，为周边党员开展党组织活动提供资源……

从“建组织”到“送服务”再到“优治理”，楼宇社区中润
物细无声的党建工作，把企业和人才引进来、留下来、用起
来，撬动了发展新动能。

鄞州区福明街道荆城楼宇社区党委书记屈云龙：

党建赋能，楼宇治理更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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