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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经验

○ 德宏州 提升服务水平  关爱留守“一老一小”

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全面提升

养老助老、儿童关爱服务水平，托起留守“一老一小”的幸

福生活。

做好服务指导。加强儿童之家建设，扎实开展“合力监

护、相伴成长”等活动，对留守“一老一小”信息实行动态

管理。为计生特殊家庭建立健康信息台账、提供健康咨询服

务。注重家、校、社联动，着力增强乡村家庭教育指导等，

关爱儿童成长。积极举办娱乐活动，丰富留守老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

多方共解难题。配备乡镇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

并实现乡镇全覆盖。与受委托监护人100%签订“农村留守儿

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杜绝农村留守儿童无监护状态。

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积极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长提供法律

援助，严厉打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违

法犯罪活动。积极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争取助学金，并为其

提供帮助与服务。

引导社会参与。鼓励志愿者参与到儿童之家日常管理和

活动开展之中，关注儿童全面发展、家庭关系改善。加强养

老机构建设，提升留守老人养老服务。在乡镇、村全覆盖建

立老年协会等老年组织，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留守老人关

爱服务。

德宏州委组织部 

○ 西双版纳州 以营商环境之优  检验主题教育
成效

营商环境不优是制约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高质量发展的

短板弱项之一。该州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对营商环境不优

问题进行专项整治，用优化营商环境成果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整改思路清晰到位。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

程”，印发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政务服务不优、法治环

境不佳、设置隐性壁垒、妨碍公平竞争、不兑现招商承诺、

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侵犯知识产权7个方面17个整治重点，

大力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整改举措有力有效。把营商环境不优专项整治与理论学

习、调查研究、检视问题等贯通衔接起来，加强上下互动和

部门联动，细化6个方面29项具体整治措施，逐一明确责任

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时限，通过专项督查、明察暗访、随机

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督导。

问题整改成效明显。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

边整改，能改的马上改，一时不能改的紧盯不放，明确时限

改。2023年以来，共受理营商环境投诉举报件312件，主题

教育期间正在处理15件，已处理销号297件。目前，政府采

购和招标投标保证金“两项”指标跃居全省第1位，市场主

体总体满意度达84.85%。

西组轩 

○ 昭通市 推动新兴领域主题教育
见行见效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昭通市委两新工委紧

紧围绕总要求，引导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

织、新就业群体领域党组织和党员立足岗位

实际，把主题教育各项具体要求融入工作，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发挥作用。

纵深推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昭通市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全市多家民营企业通过结对帮

扶，实施兴村项目124个，投入资金7643万

元，助力乡村振兴。

开通“红色直播”拓宽富民路。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昭通市建立“红色直播间”25

个，开展直播带岗活动12场，推介就业岗

位2.11万个，达成就业意向1289人。11县

（市、区）按照“月月有活动，县县有直

播”的思路，组织现场直播带货销售900万

余元，通过活动现场宣传，实现产销对接签

约1400万余元。

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昭通市

快递行业党委探索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推

进快递进村，在全市建成各类快递进村驿站

59个，有效解决60多万农村群众幸福出行、

物流配送、邮政寄递3个“最后一公里”。

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昭通市

各地通过出台激励办法、发放聘书等方式，

引导1700余名外卖员、快递员等群体变身

“移动网格员”，通过“随手公益”“随手

拍”等方式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昭通市委组织部 

（图为大关县翠华镇黄连河村实现快递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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