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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基层善治的有效实现方式
■ 黄夏 何得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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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日的眉县
来一场甜“猕”之旅吧！

新闻发布会会现场

矛盾纠纷化解是基层治理的“牛鼻
子”。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以党建为引
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
经验”，创新实施“群众意见建议、群众利
益诉求、群众投诉举报”县镇村三级党组
织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拓展了直接联
系和服务群众的通道。在践行党的组织
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同时，该县织密织牢基
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积极探索基层
善治的有效实现方式，从而确保基层社会
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

以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
统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广泛收集建好“三本账”。统筹县域
资源和力量。主动公布县镇村（社区）书
记电话号码、开通民情“110”、开办“石泉
民声”微信公众号、设立村（社区）民情联
络员、设置党政领导接访日、吸纳人大代
表意见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收集网络舆
情信息、开展民意调查等方式，畅通民意
表达渠道。全方位、全天候收集并全部纳
入书记民情“三本账”办理范畴。

规范流程管好“三本账”。按照“收、
转、办、督、考、研”要求，规范办理流程，线
上线下同步受理，依法分类处理。

系统集成办好“三本账”。从利益诉
求中掌握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及时化解社

会矛盾；从意见建议中掌握群众所思所
想，促进科学决策；从投诉举报中检视干
部作风，聚民意、听诤言、纳实策、办实事。

“三本账”制度实施以来，累计受理各
类民情10193件、办理10019件，回访率
100%、群众满意率98.7%，吸纳建设性意见
建议530条，处置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
题线索1752件，立案894件、处分909人、
移送司法机关18人。

以党领共治方式
强化基层社会的源头治理

构建“三位一体”协调体系。县委书
记担任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领导小组组
长，下设联系办专门负责“三本账”管理工
作，部门、镇、村（社区）设立相应的领导机
构和管理平台，“县委书记、分管县委常
委、县委联系办”三线督办，形成“党政统
筹、部门联动、镇村同抓”的信访矛盾源头
治理格局。

搭建“三级书记”推动机制。充分发
挥三级党组织书记作用，形成“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整体联动、齐抓共管”的链条。
县委书记亲自收集民意、亲自把关建账、
亲自协调办理、亲自督办落实；镇、部门书
记深入一线收集民意，研判督办村级办理
情况，破解突出信访矛盾问题；基层党支
部书记主动收集民意、回应关切、解决问

题，寓管理于服务，化矛盾于萌芽之时，从
而做到“群众说事、书记接事、组织办事、
安宁无事”。

健全“三线覆盖”化解路径。建成石
泉县新时代群众之家、各镇综治中心和各
村（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室，健全以党员联
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
系村民为纽带，以管理网格化、服务精细
化为主要路径，以高效治理平台为支撑的

“321”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和综合治理水平。

以下沉式治理
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注重干部力量下沉。实施以“三到三
同三促”为抓手的“镇村工作一体化”机
制。推行任务量化到村、人员派驻到村、
领导跟进到村“三到”管理；建立决策同
商、落实同抓、责任同担“三同”机制；发挥
促群众致富、促集体经济、促基层善治“三
促”作用，促进镇村深度融合和系统联
动。“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常态化，
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化。

注重政策资金下倾。出台《关
于进一步落实直接联系和服务群
众工作“13N”机制的通知》等配套
制度；强化阵地建设，保障工作经
费；每年选派4批次优秀后备干部

到联系服务群众一线跟岗锻炼，打造一支
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干部队伍。

注重考核重心下移。实行书记民情
“三本账”年度单项考核，制定镇、部门
差异考评办法。与镇党委书记和部门
党组织书记实绩考核、所在单位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挂钩，并作为评先评优前置
条件。着力把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
打造成为暖民心、顺民意、惠民众的民
心工程。

实践表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充
分释放党建势能，发挥了党组织书记“关
键人”抓好群众关心“关键事”的作用，更
是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石泉县
的调解成功率、群众平安建设知晓率和满
意度逐年上升，平安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连续五年获全国信访“三无县”，荣获全国
信访工作先进集体、省级平安县、“平安铜
鼎”、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等称号。

（作者分别系中共石泉县委组织部部
务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本报宝鸡讯（农业科技报·中国农

科新闻网记者 王婕）9月6日，记者从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猕猴桃产业发展

大会、首届中国猕猴桃博览会暨宝鸡

市庆祝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 22日至 24

日，在陕西省眉县国家级（眉县）猕猴

桃产业园区将举办中国（国际）猕猴桃

产业发展大会、首届中国猕猴桃博览

会暨宝鸡市庆祝2023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活动，全面展现全市现代农业发

展成就，展示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好前

景，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营造全

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

浓厚氛围。

新闻发布会上，宝鸡市农业农村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锐平介绍了宝鸡市

庆祝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情

况，眉县县委副书记鲍小凤介绍了第十

二届中国（国际）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

首届中国猕猴桃博览会概况、主要活动

及创新亮点，并就广大群众和媒体关注

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据悉，宝鸡市围绕培育中国农民丰

收节民俗节日、打造做强乡村产业重要

载体、搭建展示农民风采特色平台、用

好促进城乡消费有力抓手等四个方面，

在全市组织开展一批乡村特色浓郁、农

民喜闻乐见、群

众广泛参与的

庆祝活动，并将

在眉县举办中

国农民丰收节

庆祝活动启动

仪式，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汇

聚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

强大力量。今

年宝鸡市庆祝

中国农民丰收

节活动以“庆丰收促和美”为主题，主要

活动有：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启动仪式、宝鸡市“三农”领域示范典型

评选活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猕猴桃

产业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猕猴桃博览

会、2023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

千阳苹果节活动、宝鸡品牌农业庆丰收

展销活动、宝鸡市“百名主播县区行暨

农产品直播带货”活动、宝鸡市“庆丰

收 促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永

远跟党走－高素质农民话丰收”分享会

等庆祝活动。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猕猴桃产业

发展大会、首届中国猕猴桃博览会呈

现出线上流量火爆、展会内容丰富、论

坛活动权威、产销对接精准等特点，主

要举办大会开幕式、中国猕猴桃高质

量发展论坛、中国猕猴桃全产业链高

峰论坛、首届猕猴桃博览会、中国猕猴

桃产销对接大会、百名采购商基地考

察行、产业链企业推介、网红直播节等

活动，全方位展示国内外猕猴桃新品

种、新技术、精深加工产品、智能机械、

优质农资等最新成果；邀请国内猕猴

桃行业专家学者、知名企业负责人齐

聚眉县共话产业发展；组织百余家采

购商、供货商产地直采直供推动产销

精准对接。

陕西省宝鸡市召开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首届中国
猕猴桃博览会暨宝鸡市庆祝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新闻发布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中央种业振兴行动有关部署要求，发

挥质量认证对提升种子质量水平、增强

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加快推动农作物种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增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市场监管总

局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

农作物种子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着国家统一

推行的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正式建立。

《实施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

是确定了农作物种子认证“统一管理、

共同规范、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工作

原则，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和农业农村

部在相关工作中的职责分工。二是明

确了农作物种子认证机构的资质条件、

审批程序和行为规范要求。三是制定

了农作物种子认证推广应用的有关措

施，鼓励种子企业获得认证。四是规定

了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对农作

物种子认证工作的监督管理措施。

种子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基础。据介绍，种子认证是以高质量

种子为目标、强调过程管理的标准化质量保证

体系，是实现由“好品种”到“好种子”的有效途

径，是体现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

国际通行的种子质量管理模式，被誉为好种子

的“信用证”、种子企业的“体检证”、国际贸易的

“通行证”。实施农作物种子认证，不仅有利于

提升种子质量和种子企业质量管理水平，而且

可以提升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推动我国

种子“走出去”意义重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

局和农业农村部还将制订发布农作物种子认证

目录、认证实施规则、技术规范等配套文件，并

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开展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宣

传和政策解读，推动行业管理、市场流通等领域

采信认证结果，共同推进认证工作全面实施。

（据《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