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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靖安安置区全面加强政治引

领，文明培育抓到生活细节的做法

启示我们，必须持续强化思想教育

引领，引导搬迁群众知道恩从何

来、惠在何处、饮水思源；必须坚

持扶志扶智并举，不断激发他们勤

劳致富的内生动力，既“富口袋”

又“富脑袋”；必须加大文明培育

力度，帮助他们摒弃陈规陋习，养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实现物

质、精神同步小康。

三、对做好全省抓党建促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的
思考和建议

“搬出来”需要决心勇气，

“稳得住”需要用心用力。全省

2832个集中安置区中搬迁人数在千

人以上的有90个，万人以上的有18

个，做好抓党建促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帮扶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刻不容缓。

（一）按照城市基层党建的标

准来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党建

工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完成了局

部社会重组，以靖安安置区为代表

的规模以上安置区，其人口规模、

硬件设施等已达到城市化水平，建

议以城市党建理念抓好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建设治理工作。及时做好

街道、社区成立工作，配齐配强班

子成员和干部，理顺工作机制，尽

快让工作从“应急状态”转变为

“平时状态”，确保安置区后续发

展管理更加顺畅。按照“规模适

度、全域覆盖、方便管理”原则，

健全辖区内各类基层组织，优化组

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确保党的

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按照城市基层

党建“做强街道、做优社区、做实

系统、做活治理、做好保障”的要

求，抓好安置区基层党建工作。

（二）健全完善党建引领安置

区基层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抓好

安置区基层治理是实现安置区和谐

稳定的关键，搬迁群众生活观念的

更新、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关系

的重组、邻里关系的调整，给安置

区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各安

置区应建立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居

民自治机制、基层协商机制、群团

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丰富居

民议事协商形式。建立党建引领下

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加大

居民小区治理力度。着力构建“街

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小区（网

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

心户”网格化管理格局，推动资源

向网格投入、力量向网格下沉、责

任向网格压实、措施在网格落实，

把基层治理触角延伸到安置区的每

个角落。

（ 三 ） 着 力 构 建 功 能 完 备 、

高 效 优 质 的 服 务 体 系 。与传统的

城市社区相比，安置区社区的服务

体系还很薄弱，许多本应由市场提

供的服务项目，目前还在由社区兜

底保障，安置区服务体系建设还需

要不断完善、巩固和加强。要加快

推进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工作，整合服务

资源、优化服务流程，推动服务群

众常态化。借鉴靖安安置区“红黄

绿”管理模式，全面推行干部、志

愿者包网联户制度，重点关注特困

群体，对搬迁群众分类精细管理。

大力培育和引进服务性、公益性、

互助性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购买服

务机制，推进“三社联动”，支持

引导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参

与社区服务。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

息技术，构建“大数据、智能化、

一体化”的安置区社会治理和便民

服务系统，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

水平。

（ 四 ） 毫 不 松 懈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和 劳 务 输 出 组 织 化 。目前，各

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不同程度存

在产业发展同质化、可持续性差等

问题，实现搬迁群众稳定增收压力

仍然较大，还需以高度组织化为根

本，“扶上马送一程”。要加快制

订后续产业发展规划，推动产业发

展从“短平快”向长短结合、长线

布局转变，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将产业发展红利落到群众稳定

增收上。要做好务工群众稳岗就业

工作，加强务工需求和用工需求的

精准对接，加大技能培训和就业服

务，组织有意愿未外出劳动力转移

就业。要充分利用扶贫车间、公益

岗位、自主创业园等，帮扶无法外

出务工劳动力就近就业。

（五）持之以恒加强文明生活

培育。目前，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的搬迁群众对城市新生活中的

一些文明习惯已基本养成，但落后

的生活习惯仍存在反弹隐患，群众

文明生活的培育还要持续加力、久

久为功。要进一步总结前期工作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制度固化下

来并持续抓好落实，推动文明生活

培育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要

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

身边榜样评选活动，以身边典型带

动整体文明，不断提高安置区社区

文明程度。要持续深化“自强、诚

信、感恩”教育，引导搬迁群众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通过双手

创造幸福美好生活，加强推进移风

易俗和科学知识普及，引导群众自

觉摒弃陈规陋习，培育文明健康生

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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