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漳州市纪委监委通过“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监
督、社会评价”的方式，督促各级各部门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开展点题整治 20项。为确保“选题”精准，市纪委监委
通过“四下基层”全市收集、上级反馈、征集市直职能部门
意见、信访举报、日常监督、审查调查、巡视巡察等渠道，
最终确定 20 类整治项目，由 13 家市直单位牵头推进，并
要求各责任单位每月定期报送整治的“工作台账”和“问
题（线索）台账”，全程督促落实。整治以来，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办理群众留言 180 条，督促各责任单位收集
办理群众投诉留言 1122 条，校外培训机构不规范、医务
人员收受“红包”、在建工程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脏乱差
店家入驻外卖平台、物业公司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 20类
群众关注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深化“点题整治”监督保障民利市纪委监委：

今年 6月以来，漳州市以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为载体，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千名干部挂
千企”帮扶活动。全市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坚持“不叫不
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以“妈妈式”服务，用
情贴心服务企业。活动开展以来，各级挂钩干部迅速行
动，点对点走访企业，看厂房、看车间、看工地、看产品，宣
传惠企措施，回应涉疫诉求，引导有序用电。截至 10 月，
全市挂钩领导干部累计进企业帮扶 4040人次，共摸底排
查挂钩企业困难 589个，建立企业问题收集、协调、解决、
反馈机制，形成闭环管理。目前，已协调解决 388个，正在
协调解决 201个，解决企业涉及的政策兑现、用工、出口、
用地等“急难愁盼”的问题。如此出实招、有深度的帮扶，
有效提升了我市的营商环境。

千名干部挂千企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工信局：
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紧紧围绕人民
群众的立法需求，扎实开展立法工作。先后制定了《漳
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办法》《漳州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漳州市城市公共停车管理规定》《漳州古城保护
条例》等多部法规。通过立法守护漳州的蓝天碧水，切
实解决群众最关心关注的饮用水安全、停车难、广告
噪音、生活垃圾处理等民生问题，初步构建起具有漳
州特色的立法体系，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感受法治润物无声的力量。目前，市人大已颁布 10部
地方性法规，编印法规宣传手册 60余万册，全国人大

《法制工作简报》、省委《八闽快讯》等专刊介绍漳州市
人大立法工作，对我市立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立法“小切口” 提效“大民生”市人大办：

前些年，漳州水仙花种植面积逐年锐减、濒临灭
绝，水仙花品质下降、价格低迷，花农种植积极性严
重受挫。市政协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护花行动”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持续跟进土地流转，
推动圆山脚下成片不到 300 亩的种植面积增至现在
的 3343 亩，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困境；持续建言提高
水仙花品质，推动水仙花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价
格持续走高，从原来一粒花球几毛钱涨至 30 元，精
品水仙花雕刻达到 100-200 元/粒，花农收入增加、
种植积极性被重新点燃；持续调研视察，助推水仙
花产业和旅游、文创相融合，打造“水仙花海”市民
休闲好去处，使原来的农田耕作地一跃成为网红打
卡点，让“凌波仙子”焕发新活力。

用心护水仙 用情解民忧市政协办：

贯彻新发展理念方面

漳州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典型案例评选项目展示（一）

推进乡村振兴方面

市交通局聚焦群众“出行难”问题，着力补齐短
板、综合施策，“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显著：2021 年
完成农村公路建设 180 公里，危病桥改造 16 座，直接
受惠群众 42.5 万人，其中建成长泰区林丰线 X522 路
线 里 程 长 约 8.1 公 里 ，打 通 了 产 业 兴 旺 的“ 交 通 经
络”；建成华安县县道湖仙线 X590 全长 7 公里，服务
全 乡 8 个 村 7000 多 人 ，打 通 了 群 众 出 行 的“ 幸 福
路”、致富的“快车道”；大力推动“四好农村路”示范
创建活动，2021 年南靖县、东山县获评省级“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受到省交通厅好评，形成了“交通服
务乡村振兴、农路串联经济命脉”的先进典范。

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针对我市农村一
些地方典型零散、整体效果不明显的问题，市农业农村
局牵头组织开展乡村振兴“串点连线成片”工作，在全市
策划打造 36 条“串点连线成片”线路，涵盖 54 个乡镇 121
个行政村，每条线路都策划生成了一批产业发展、环境
整治、公共服务等项目，2021 年度共实施项目 464 个，年
度计划总投资 6.7 亿元。同时安排 100 个市直单位，对 36
条乡村振兴“串点连线成片”线路所覆盖的行政村进行
为期 3 年的挂钩联系，引导机关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服
务群众、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共协调解决用林、用
海、用地、项目建设、资金保障等问题 77 项，协调解决资
金 960余万元。

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百姓关切，充分发挥地
理标志带动效应，创新地理标志运用和推广方式，实现地
标产业一、二、三产延伸发展。全市地理标志商标数量达
到 147件，居全国设区市第一位。“花样漳州”区域商标经
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成为我省首件全类别地市级
区域商标。探索地标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开发“地标馆、地
标餐、地标游”地标文旅项目，指导完成六个地标驿站（展
馆）建设并对外开放。全国首创漳州市智慧地标监管服务
平台，获评福建省市场监管系统智慧监管优秀案例。全市
地理标志产业总产值达 580 亿元，80%以上农村人口受
益，为我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工作成
效获得郑建闽副省长等省、市领导批示肯定。

漳州市科技局创新运用“工业+”理念组织实施
科技特派员服务百企千村工程，把源于服务农业的
科技特派员拓展至二、三产业，让创新动能从田间
地头拓展到企业车间。全市 1700 多名科技特派员直
接服务企业 209 家，累计推广新工艺 112 项、推广新
装置 92 个，制定技术标准 29 项，专利申请 263 个，创
建省级科技特派员助力产业融合发展示范点 1 个、
转型示范点 2 个，在全省率先实现科技特派员行政
村、乡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和省级科技特派员乡镇

“三个全覆盖”，实现科技特派员工作助力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聚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市委党建办、乡村振兴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建立“组
织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联”联动工作机制，认真梳理全
市乡村振兴94个重点村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对应资源
需求组织发动100个市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共建，确定3年
共建周期，实行“一月一报送，一季一走访”制度，确保“联
动”又“连心”。共建4个月以来，确定解决道路拓宽、乡村规
划、平安创建、人才驻村、红色资源、产业发展等6大方面需
求问题149个，资金929.56万元，并示范带动全市“串点连
线成片”464个项目完成投资额6.45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
的96.23%，初步形成“点上出精品，线上有美景，一线一特
色”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整体效果。此做法被列入市委

《2021年全市党建工作要求》和党建重点项目。

市农业农村局：串点成片“一村美”变“村村美”

平和县：西坑党校成为“网红打卡点”

市市场监管局：发挥地标效应 助力乡村振兴

市科技局：科技特派员服务百企千村

市委党建办、乡村振兴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机关联动乡村 党建引领振兴

市交通运输局：“四好农村路”引领 力促乡村振兴

多年来，平和县以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为指
引，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村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今
年，坂仔镇以党史学习教育为载体，实施西坑党校提
档升级，投入 1250 多 万 元 ，打 造 了 集 教 育 培 训 、主 题
党 日 、红 色 旅 游 、党 史 学 习 等 功 能 为 一 体 的 乡 村 振
兴 综 合教育实践基地。同时，通过租赁村民平房 、聘
请 村 民 为 党 校 工 作 人 员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特 色 农 家
菜 ，销 售 蜜 柚 、白 芽 奇 兰 、蜂 蜜 等 农 产 品 ，多 措 并 举
拓 宽 村 民 收 入 。仅 8 月 份 ，西 坑 党校就接待 200 多批
次、近万名干部群众参观学习。西坑党校成为西坑村
的一大经济增长点，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责任编辑/陈岩 徐镜正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