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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经验

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评判主题

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在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中，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坚持把

为民办实事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群体的实

际困难，大力实施“馨安工程”。

构建“关爱服务体系”解民忧

“馨安工程”最早由巍山县大仓镇

开始实施。大仓镇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出

镇，外出务工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

源，因年轻人长期外出务工，乡镇内有

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留守。为关心关爱留

守的“一老一小”，从2012年起，大仓

镇率先探索实施以关爱留守儿童和空巢

老人为主要内容的“馨安工程”，组织

镇、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结对联

系帮扶、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在大仓镇大仓村，“党员爸妈”的

故事令人感动。2016年，大仓村下村村

民小组儿童李云峰（化名）的父母外出

务工，留下3岁的他和奶奶一起生活。

了解情况之后，下村村民小组4名党员

通过“馨安工程”开展结对帮扶，轮流

照顾李云峰和奶奶。后来，李云峰的父

亲因病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奶奶因承

受不住打击去世，李云峰成了无人看管

的儿童。为让李云峰有个家，下村村民

小组4名党员一边收留照顾李云峰，一

边帮助他找回妈妈，督促李云峰妈妈承

担抚养责任。

“我们村像李云峰这样的留守儿童

还有很多，最多时，我们帮扶了90多名

留守儿童、180多名空巢老人。通过实

施‘馨安工程’，解决了他们的不少实

际困难。”大仓镇大仓村党总支书记邹

纯说。

在开展主题教育期间，按照为民办

实事要求，巍山县将“馨安工程”进一

步深化细化，推动从“关爱服务行动”

向“关爱服务体系”转变，从单一的机

关单位参与拓展到全社会共同参与，取 巍山县委政策研究室挂村干部和竹子厂党支部党员走访慰问留守儿童

 巍山县

“馨安工程”暖民心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

实施“七个一”举措优服务

“我们通过‘七个一’举措，不断建立健全服务机制体系，让

‘馨安工程’更具普适性、推广性。”据巍山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七个一”即建立一本台账、成立一支队伍、结成一个对子、

建好一块阵地、搭好一组平台、明确一份责任、制定一套机制。

首先，做到精准识别，由各级党组织牵头组织开展留守儿童和空

巢老人信息调查，制作“馨安工程”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信息台账和

“馨安工程”记录本，跟踪记录服务信息。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后，推

行“党委挂村、支部挂片、党员挂户”的结对联系制度，组建党员结

对联系志愿服务队，与帮扶对象结成“一对一”“一对N”“N对一”

帮扶对子，实现全方位服务。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整合现有村级活

动场所，建立标准化村级关爱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服务中心、搭建文

体活动平台，让老人和儿童有活动阵地。

“为保证‘馨安工程’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我们将‘馨安

工程’工作实施情况作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党员积分评

定、民主评议党员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巍山县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说。

据悉，在开展主题教育中，巍山县通过“馨安工程”为一批留守

儿童和空巢老人解决了实际困难，把主题教育的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

为民办实事的实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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