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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充分发掘和
用活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能源建
设，近日，城北区与青海东桓泽宇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成功签约了青海生物质能源
研发合作项目。

签约仪式上，城北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城北区高校聚集、地理位置优越、营
商环境优质，拥有得天独厚的合作基础
和发展优势。引进青海生物质能源研

发项目，开展太空芦竹在青海生态适应
性及规模化种植，在太空芦竹对生态改
良的效果监测评价、太空芦竹的饲料实
验、太空芦竹的生物质炭制备技术等方
面的研究开发，将进一步提升城北区生
态能源开发建设能力，推动城北区实现
高质量发展。

青海生物质能源研发合作项目的
成功签约，为双方进一步在高原生物技
术、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等方面深化了合

作空间，拓展了交流维度，构筑起坚实
合作基础。

下一步，城北区将紧紧围绕青海生
物质能源研发的发展需求，以现代政产
教融合基地和城北区生态环境、农业发
展等优势条件为牵引，总体推动“青海
生物质能源研发中心（研究院）及教学
示范实验基地”建设，加快青海生物质
能源植物的选育、推广及产业应用研
究。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
基石。

近年来，城东区清真巷街道团结社
区始终坚持以提升居民对社区治理的
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创造居民
满意的生活环境为目标，充分发挥社区
党组织领导作用和社区居民的自治力
量，不断深化社区“321”治理工作模式，
促进社区治理任务精细化落实，实现社
区服务精准化供给，提升社区治理精细
化水平。

党建引领三种模式党建引领三种模式——
实现小区分类精准管理实现小区分类精准管理

诗词书画、对弈桥牌、怡情花卉……
夏日，走在清真巷街道团结社区焕然一
新的街道，居民欢聚一堂，楼院深处传来
阵阵欢笑，一幅和谐场景。

清真巷街道团结社区辖区总面积
0.28平方公里，辖区总户数为4911户，
总人口为 11563 人，共管辖小区 29 个。
近年来，团结社区在提高矛盾纠纷调处
水平、业主委员会履职能力、志愿者服
务队服务能力等工作中下功夫，构建三
种模式，党建引领织密“精网细格”，实
现小区分类精准管理的同时，让基层治
理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混合管理模式。即小区党支部、业
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同负责，辖
区共驻共建单位、两代表一委员、网格
长、楼栋长、志愿者等力量广泛参与的

“1+3+N”混合管理模式，形成党建引
领、社区监管、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的小
区治理格局。

完全托管模式。针对团结社区内
有物业入驻且业主对物业服务比较认

可的小区，经社区党组织与居民代表协
商后，将小区安保、物业服务、公共设施
维护等工作交由物业服务企业全权负
责，社区党组织定期走访了解物业服务
情况，指导规范管理行为，协调解决实
际困难，推动物业服务和业主履责良性
循环。

自行管理模式。以网格化服务为
依托，搭建多渠道居民议事协调平台，
通过“为民办实事专项资金+自筹资金”
模式，有效推动小区实际问题解决，逐
步形成居民自己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流动办公桌”机
制，它由社区工作人员定期前往小区
楼院收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现场协
调解决。邻里纠纷、设施老化、看病就
医……“群众事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
情。”在团结社区得到了实质体现。

建立两项机制建立两项机制——
推动问题及时解决推动问题及时解决

除了探索基层治理的三种模式，团
结社区还建立了社区书记定期“接诊”
机制。聚焦社区治理服务中的“疑难杂
症”，强化社区网格员职责，加大巡查走
访力度，一经发现群众矛盾问题，由网
格负责人交至“社区书记接诊室”，社区
党组织书记专门负责，多方参与，与群
众面对面、近距离进行协调处理，有效
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率。

针对辖区流动人员多、少数民族群

众相对聚集、各类矛盾纠纷多、综合治
理难度大等特点，团结社区组建了由社
区党组织书记担任调解工作组长、社区
干部、派出所、法院、司法所、宗教界人
士担任调解员的调解工作组，构建7个

“N+1”调解网络，分类施策调解，有效
改变过去调解委员会成员单一、资源匮
乏的局面。

成立服务队成立服务队——
提升社区精细服务效能提升社区精细服务效能

在团结社区有一支红马甲志愿服
务队，它依托社区干部、网格员、在职党
员等力量，通过上门服务、“云帮办”等
多种形式，为辖区弱势群体帮办代办业
务。他们为群众提供贴心、热情的“一
对一”服务，实现政策“直达”、服务“直
享”，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解决难题。
提起红马甲帮办代办志愿服务队，居民
无一不竖起大拇指。

团结社区还推出“群众点单、组织
领单、党员接单”志愿服务订单认领模
式，实现志愿服务需求和供给精准对
接。落实“党员入格、一网兜底”机制，
组织辖区在职党员开展维稳巡查、安全
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协调、环境卫生整
治、政策法规宣传、困难群众帮扶等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基层微治理，努
力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整洁、秩序良好、
关系和谐的社区环境。让基层党组织
的带头人成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

（记者 施翔）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通讯员 市民宗委）走进大新街
夜市，烧烤摊烟火升腾，火锅店笑语喧哗，马路上人群休
闲踱步，各式各样的宣传标语醒目，干净的街道墙上绘着
卡通图案，一股浓郁的民族团结氛围扑面而来。

这里是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多
个民族相互融合、嵌入式居住的辖区。西宁美食、非遗、
科技等元素在此汇聚，传统小吃、时尚美食、手工饰品、潮
流服饰等风格各异的特色小摊贩云集，传统与现代、多民
族文化的有机融合，成为了夜市鲜明的文化底色，令游客
驻足消费、流连忘返。“这里太热闹了，特色小吃很多，还
可以打卡拍照，我很喜欢这里。”来自西安的游客李飞说
道。

而在大新街的另一头——勤学巷，这里是“非遗”体
验一条街，全省20余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队的产品齐
聚于此，游客在此通过参观“非遗”产品，能够领略青海的
文化魅力。

今年以来，饮马街街道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将夜
餐饮、夜娱乐、夜购物等多场景串联，把小吃街打造成

“吃、住、玩、游、乐、娱”为一体的综合型消费场地新亮
点。在观门街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游
园”，在山陕会馆打造“城中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题展馆”，进一步引导商户和游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期间，
饮马街街道东大街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和夜市的各族商户
排练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定期开展“民族服装展演”“民
族团结百家宴”“民族民俗非遗展示”等形式多样的“民族
团结一家亲”文化活动。在丰富的活动中推动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如阳光般照进各族
商户和群众的心里，将大新街夜市打造成各族群众共事
共乐共建共享的融合家园。

“这些亮丽的‘成绩单’，见证了传统与现代、多民族
文化的有机融合成为大新街夜市鲜明的文化底色。”城中
区饮马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守顺介绍道。大新街夜市
整齐划一的摊位、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人头攒动的热闹
景象，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展现了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浓厚情谊，构成了
一幅党建引领下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如何立足辖区特色，实现社区
融合发展？城西区文汇路街道科普路社区，以一条聚焦

“金融、生活、服务”三圈融合的路径，开辟了社区激活资
源优势、强化服务能力、构建社区综合服务体系的新路
径。

探索“服务+金融”新模式，为发挥辖区金融行业多
的特点，科普路社区党委深度挖掘资源，将社区传统服务
内容嵌入到“银行”金融服务场景中，注重把社区的多重
优势与辖区12家金融行业的资金、服务、平台、团队优势
结合起来，实行“轮值主席制”，邀请辖区金融行业及驻区
单位、企业进社区，依托“移动办公桌”将社区办公“搬进”
银行，打造便民服务“新窗口”，与银行携手向广大商户和
居民群众提供社区金融与非金融服务 32 次，构建起了

“服务+金融”生态圈。
开辟“生活+服务”新路径，本着金融服务贴近居民、

便民惠民的出发点，社区党委与浦发银行西宁海湖支行
党支部紧密合作，创建了“劳动者之家”社区综合服务
站。此服务站在银行大厅内设立了移动办公区，提供跑
腿代办服务，由社区工作人员每周定期驻点，与银行员工
协作，为居民提供包括党费收缴、高龄补贴代办、金融法
律咨询、招聘信息宣传等方面的“精准、高效、暖心”服务，
且设置了“小哥”驿站及户外工作者休息区，布置了便民
文印及轮椅等设施，旨在全面、专业、便捷地服务企业、商
户及居民，确保“群众在哪里，社区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真正实现服务零距离。

构建“金融+生活”新格局，今年以来，社区党委坚持
党建引领，与浦发银行支行党小组密切联系，秉持公益性
原则，贴近企业、商户和居民，依托银行大厅内的移动办
公桌，实行“社区+银行”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小微创”
课堂、家庭财富规划、资产配置、财富管理服务、反电诈宣
传等活动，不断满足当下小微企业、商户和居民群众对金
融理财专业化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拓展了党建共建的内
涵外延，拓宽了资源共享、相互促进、共享共赢的新局面。

青海生物质能源研发合作项目成功签约
“三圈融合”激发社区服务效能

城中区：点亮人间烟火
共唱民族团结之歌

“湟中调姐”是怎么火起来的？

“321”模式绘就基层和谐新画卷

“湟中调姐”火了？
“湟中调姐”是谁？
“湟中调姐”是做什么的？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

工作既关联着党和政府工作大局，
也关乎着广大女性和亿万家庭的幸
福生活。近年来，西宁市湟中区妇
联打造“湟中调姐”品牌，巧用“维
权+”工作模式，融合形成维权、服
务、调解、宣教等多维一体的服务格
局 ，着 力 打 通 基 层 治 理“ 最 后 一
米”。“‘湟中调姐’们不辞辛劳，用真
心和智慧化解矛盾纠纷，她们是当
之无愧的基层治理巾帼英雄！”湟中
区妇联主席杨占秀说。

关爱帮扶关爱帮扶，，做好暖心服务做好暖心服务

在李家山镇大路村，10 岁的马
祥父亲去世、母亲患精神智力疾
病，大路村妇联主任董春琴作为

“湟中调姐”调解室的一名调解员，
长期走访马祥家庭，帮助马祥解决
一些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关注
到马祥家的特殊情况，每个月我们
都会主动与孩子谈心，了解他的心
理健康状况、生活困难，给予低保
政策的扶持，并对他进行开导劝

解，今年马祥以 755 分的优异成绩
考上了湟中区第一中学高中。”董
春琴说。李家山镇大路村包某某
因丈夫酗酒导致家庭矛盾频发，通
过“湟中调姐”调解室的调解，目前
已步入正常生活。

“湟中调姐”在开展婚姻家庭纠
纷矛盾排查化解工作中，同步对需要
关注的重点人群在生产生活、创业就
业、子女教育、矛盾化解等方面的实
际需求实施关爱。目前，湟中区已落
实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政策，发
放救助金 15 万元，救助低收入患病
妇女15人。

排查疏导排查疏导，，提前化解矛盾提前化解矛盾

“近期，我们通过入户了解，发现
一家夫妻产生矛盾，准备离婚。我们
及时与女方沟通联系，了解掌握了详
细情况，并联合镇、村‘两委’工作人
员从男女性格差异、夫妻相处之道、
家庭的经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等方
面，对夫妻俩进行耐心疏导，目前这
对夫妻又和好如初了。”鲁沙尔镇塔
尔湾村调解员丁玉梅说。据了解，湟
中区 16 个乡镇、17 个村已全面创建

“湟中调姐”婚调室，将婚姻家庭纠纷

排查作为重点工作，深入排查化解辖
区内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对存在婚姻
家庭纠纷苗头倾向和现实表现的，逐
案逐户登记情况，一户一档，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切实将隐秘性强、不易
发现的问题从源头上进行排查化
解。同时，加强与司法、公安等部门
的协调配合，第一时间发现和调处婚
姻家庭纠纷，努力从源头消除问题隐
患。

宣传引导宣传引导，，打牢思想基础打牢思想基础

“湟中调姐”调解室始终坚持调
解预防相结合，打牢婚姻家庭矛盾纠
纷预防化解思想基础。依托妇女之
家、儿童之家、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等阵地，通过提供维权咨询服
务、宣传宣讲等方式，将法律知识、维
权服务、家风教育送到家庭及妇女群
众身边。结合“巾帼普法乡村行”活
动、“三八”维权周、“青姐姐·家和美”
送法到家庭、普法宣传“八进”等活
动，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
等，引导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 王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