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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文

谋划了什么、实施了什么、干成了什么。今天，

我们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坐在一起，就是要

集中起来，共同看一看这“五道思考题”答得怎

么样，有什么实践成效，进一步推动形成上下一

心为民办事解难题的工作格局。

为开好这次会，省委主题教育办做了精心

筹备。参会人员到了娜姑镇白雾村、盛之发机电

公司、钟屏街道、钟屏小学等现场观摩学习。官

渡区、会泽县、景洪市勐龙镇、牟定县高平村和

孟连县，围绕主题教育阶段性工作成效作交流发

言，介绍了农民增收、养老服务、信访工作、农

村污水治理、提升基层组织化等做法经验，很有

特色和亮点，值得总结推广。

这里，我再作一个归纳小结：

第一家，官渡区。官渡区经济总量在全省

县域中首屈一指，同时，也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最

高的地区之一。今年敬老节，我和王予波同志曾

到这里看望慰问老人，调研老龄工作。他们的做

法：一是大力建设服务设施。从规划抓起，新建

小区按照3‰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建成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44个，打造老年幸福食堂13个。

二是尽力提供多样服务。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机构养老，提供助餐、助浴、助医等服务，

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三是积极推进医养结合。

建设了9家医养结合机构，提供体检、医疗、康

复、护理等服务，深受老年人欢迎。这个案例表

明，为民办实事，要用心，善于发现本地区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要用情，把群

众当家人，从家人家事的角度想办法；要用力，

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像抓经济一样抓民生工程。

第二家，会泽县。会泽县有107万人，是我

省第三人口大县，脱贫攻坚期间，在县城就集

中安置了8.2万人。随着城乡发展步伐加快，群

众的新期盼新诉求增多。他们在信访工作方面下

了一番功夫，把工作做在前，把矛盾纠纷预防在

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一是领导带头接访。

由县领导牵头组成6个接访组，定期接待来访群

众。二是推动关口前移。建立25个乡级、380多

个村级联合接访调处中心，95%以上矛盾纠纷调

解在乡村、化解在源头。三是定期跟踪回访。

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进行回访，不是“一化了

之”。会泽县的做法启示我们，坚持领导带头、

源头治理，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有效方法。全省各

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接访下访制度，带头化解信

访案件，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

第三家，景洪市勐龙镇。他们把沿边优势、

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和组织起来，促进农民增收。

一是把特色产业做起来。种植小糯玉米，远销日

本、欧美等，产值近1亿元，带动1000余户群众

户均增收5万多元。二是把边境贸易做起来。依

托口岸，成立边境贸易合作社，发展边民互市，

组建160多支跨境运输队和劳务队，人均增收1.5

万元。三是把乡村旅游做起来。发展生态茶山

游、特色美食游、农耕体验游等，每年吸引游客

10万余人次。勐龙镇的案例说明，农村发展资源

经济、口岸经济同样大有可为。

第四家，牟定县高平村。他们介绍的牌坊

村民小组“五个三”污水治理经验，是把群众发

动起来，自我建设、自我管理的典型，上个月我

到那里看过，很有推广价值。一是做到了因地制

宜。实施“小三格”、“大三格”，花钱不多，

简便管用。二是调动了各方力量。通过支部发

动、党员带动，大家一起动手，体现了较强的组

织力。三是建立了长效机制。通过评比、积分等

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管护的主动性，做到了可持

续。牌坊村“五个三”工作法，是农村污水治理

的好经验。各地要结合实际学习借鉴，探索形成

更多务实有效的创新做法，每年都要取得新进

步，通过三年努力，让全省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有

明显改观。

第五家，孟连县。这是我7月份调研时大力

提倡的一个典型，体现为“三个好”：一是产业

选得好。充分发挥气候、土壤等独特优势，选择

牛油果这个人无我有、独具竞争力的产业，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