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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解村组活动场所重建设、轻

管理使用的问题，昌宁县结合《保山市

村组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使用实施办

法》，规范村组活动场所的管理与使用

制度、明确管理责任、不断拓展功能，

用活用好全县建成并投入使用的754个村

组活动场所。

制度先行 规范使用

走进田园镇关庙社区活动场所，一

阵阵优美的音乐旋律传来。该社区党总

支书记欧鸿安告诉记者，这是古筝培训

班在上课。关庙社区的活动场所与居委

会一墙之隔，虽然场地宽敞，但过去除

了办事外几乎没人来这里活动。为让活

动场所物尽其用，真正服务居民，社区

把办公用房腾出来作为居民活动室，并

增设了户外门球场、室内健身室、文体

室、图书室等功能场所，免费向居民

开放。

每年社区还在活动场所内组织居民

开展实用技术、法律法规等培训，开展

1～2次文艺演出，把广大党员、群众吸

引到活动场所中来。如今，这个活动场

所不仅是群众文体活动区，还是红白事

办理的场所。“以前的村级活动场所

是公家的，现在是群众的。”欧鸿安说。

为破解村组活动场所管理使用难

题，规范活动场所管理，昌宁县制定了村组活动场所管理使用10条

等制度，明确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村（社区）党总支书记是资产管理

的第一责任人，党支部书记（党小组长）为具体责任人。同时，坚

持“谁使用谁管理、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分级

管理、统筹使用。该县还组织党员、群众开展活动场所绿化美化等活

动，发挥党员群众参与活动、参与管理、参与维护的主体作用。

卡斯镇、湾甸乡等乡镇采取党总支委员、驻村干部联系管，党支

部书记、村民小组长轮流管的措施，每个党总支委员或驻村干部联系

一个村民小组活动场所，结合党建责任包保、产业挂钩等加强督促管

理；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实行轮班值班，公开联系电话，保证随

时开门使用。活动场所里的“活动场所管理手册”详细登记了活动场

所的设施设备及使用情况，让村组活动场所的使用更加规范。

功能拓展 加强服务

在昌宁县的每个村组活动场所，都有个“脱贫攻坚作战室”的门

牌，这是2018年昌宁县委赋予全县124个村（社区）的新职责，每个

村组活动场所都是脱贫攻坚战地指挥所。

为帮助群众增收致富，柯街镇玉地里社区党总支牵头成立了艳光

油桃专业合作社，带动群众发展油桃、鸡蛋果、冬豌豆等种植。为解

决合作社场地问题，还从活动场所腾出4间房，用3间做电商服务站和

包装车间，同时请技术员到活动场所培训果农。每到生产丰收季节，

活动场所里人头攒动，成为当地小型的农产品生产包装和收购车间。

小小的活动场所成为这个贫困山区连接外面大市场的平台。2017

年，玉地里社区在全县贫困村中率先实现脱贫出列。据了解，截至目

前，昌宁县依托村组活动场所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103个，带动124个

村（社区）实现经营性收入2400余万元。

此外，昌宁县还把村组活动场所与文化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培养群众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以场所为阵

地，开展“文明新风进村寨”“自强、诚信、感恩”群众教育等活

动，传播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倡导文明新风，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让村组活动场所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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