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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理塘县高城镇通过网

格化管理模式，将矛盾纠纷化解与

集中学习有机融合，推动基层治理

效能显著提升，为乡镇基层治理提

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精织网格，矛盾化解“零延迟”

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高城镇

依据县城辖区的实际情况，科学划

分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了

专职网格员，他们就像社区的“移动

探头”，深入街巷楼栋，每日穿梭在

老百姓之间，通过“每日巡查、每周

汇总、每月研判”的高效机制，让矛

盾纠纷无处遁形，真正实现“早发

现、早介入、早解决”。

不久前，白塔社区网格员洛登

在日常巡查时，敏锐地察觉到两户

居民因下水道堵塞问题引发了激烈

争执。洛登深知邻里关系和谐的重

要性，当即联合社区调解委员会迅

速上门协调。在调解过程中，他充分

发挥熟悉社区情况和居民特点的优

势，运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语言讲解

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动之以情，从邻

里情谊的角度进行劝说，仅用 3 小

时便成功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这样的故事在高城镇的各个网

格中不断上演。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上半年，该镇通过网格排查成功化

解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各类问题

50 起，矛盾纠纷化解率高达 98%。

如今，在高城镇，居民们真切地感受

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

生活日常。

集中学习，赋能治理“加速度”

为进一步提升网格员与社区干

部的服务能力，高城镇创新推出“网

格治理 + 政策理论”集中学习会，

定期为基层治理工作者“充电蓄

能”。在学习会上，镇政法委员、组织

委员等干部走进社区，围绕群众沟

通技巧、突发事件处置等关键内容，

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授

课。同时，还特别设置了网格员矛盾

化解案例分享环节，大家相互交流

经验、探讨方法，形成了“学用结合、

以学促干”的浓厚氛围。

“以前，遇到复杂纠纷我常常感

到无从下手，心里没底。现在，通过参

加集中学习，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法

律知识和调解方法，处理问题时更有

信心和底气了。”康巴社区网格员居

美感慨地说，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实

践，网格员们的业务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升，在面对各类复杂矛盾纠纷时，

能够更加从容、有效地应对。

网格撬动，基层治理“大升级”

网格化管理与集中学习的深度

融合，让高城镇的基层治理成效斐

然，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如今，高城镇

的矛盾纠纷数量同比下降30%，群众

满意度大幅提升至90%以上，农牧民

（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与日俱增。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网格

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推动‘线上+

线下’治理模式的全面升级，让网

格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的‘前哨站’、

政策落实的‘中转站’，为乡镇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理塘县高城镇主要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讯 近日，由州机关事务管

理局、州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共青

团州委联合举办的“节能增效·焕新

同行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主题宣讲

活动在州传媒中心演播大厅举行。

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大学生

志愿者代表、卫生系统代表、公安系

统代表纷纷立足本职发出节能节约

倡议，鼓励大家从日常生活中的点

滴小事做起，共同践行节约理念，分

享节约小妙招。整个讲解过程生动、

有趣，让在场的每位听众都深刻感

受到了节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活动中，向 5 名宣讲员颁发了

宣讲志愿者证书，对获得省级节能

节约主题优秀剧本奖的作品进行了

表扬，并为在 2024 年全州“垃圾分

类”主题征文比赛中表现优异、荣获

前四名的代表进行颁奖，以此激励

社会各界持续创作优秀宣传作品，

推动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是 2025 年甘孜州公

共机构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

通过行业倡议凝聚共识，以榜样力

量激发行动，有效强化了全州干部

职工和广大群众的节能意识与责任

感。活动号召全州上下将节能节约

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自身做

起、从岗位做起、从行业做起，为建

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美丽甘孜

贡献积极力量。

近年来，我州认真落实全面节

约战略，实施绿色低碳引领行动，

推动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先后

开展公共机构名录库整理 3 次，数

据会审3次，2024年公共机构人均

综合能耗、人均用水量同比下降

0.61%、1.24%，单位建筑面积碳排

放同比下降 1.06%，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成功创建

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6

家，省级示范单位 6 家，州本级示

范单位 777 余家，示范引领有效带

动公共机构节能降耗、绿色发展。

自 2021 年以来，州财政累计投入

400余万元完成全州221家单位能

耗监测点建设，5 家重点用能单位

合同能源管理、能源体系认证、能

源审计；安装州级公共机构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 26 个，分四批次完成

甘孜州高级中学、康定中学高效节

能灯具改造，试点建设公共机构分

布式光伏项目一处，有力支撑公共

机构绿色低碳转型。

全媒体记者 黄微 廖洋 文/图

节能增效 焕新引领
我州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主题宣讲活动

理塘县高城镇“网格织网”

解锁基层治理“幸福密码”

为获奖代表颁奖。

政 协 之 窗

本报讯 今年以来，白玉县政协围

绕深化数字赋能工作目标，将制度创

新与技术赋能深度融合，构建形成了

赋能智慧履职、覆盖全体委员、具有白

玉特色的数字平台。特别在提案办理

中，通过数字化赋能提案工作全流程，

实现了提案征集、办理、反馈等环节智

能化升级，推动提案工作质量效率双

提升，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白玉县政协高度重视“数字政协”

信息化平台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提案

工作质效的核心抓手全力推进。创建

白玉数字政协平台，开发提案征集、提

交、审查、交办、办理、评价六大核心板

块及多个智慧场景应用，打造集建言

资政、数据汇聚、履职考核等功能于一

体的政协履职“新引擎”，实现委员提

案与履职信息数字化管理全覆盖。建

立电子履职档案，将提案纳入委员履

职考核评价办法，实行一人一档、动态

管理。通过数字化记录、展示和考核委

员提案情况，增强委员参与感、责任

感，激发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动力，提案

数量较往年实现大幅提升，履职活力

充分释放。

按照《白玉县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提案目录》，将提案工作纳入县政

协主席会议重要日程，与上级决策部

署，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及政协重

点工作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充分

发挥头雁效应，创新“双领衔双督办”

机制，党政主要领导和政协主席会议

成员领衔督办 11 件重点提案，通过

“面对面”现场督办、现场解决，实现

“办一件、促一类”的示范效应。今年

以来，开展提案督办协商活动8次，50

余名委员积极参与，有力推动提案落

地见效。依托白玉县数字政协手机

端，委员直接将提案上传至“政协提

案”板块，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后，线上

转交“两办”落实办理，简化提案办理

流程，提升政协履职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

在提案办理中，注重运行机制和

督办机制相融合，确保提案立得住、

办得好。把制度建设作为提高提案工

作质量的重要抓手，按照归口办理原

则，健全“逐级负责、逐级审核、全程

留痕、全面复查”提案工作机制，规范

提案协商程序，深化提案制度约束，

为开展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

督提供有力支撑。建立提案办理跟踪

台账，严格对表推进，闭环落实销账;

对答复不满意的提案进行“二次办

理”，坚决做到问题不解决、问效不停

止。截至目前，围绕加快供水管网改

造、城区建筑垃圾规范管理等方面开

展实地督导5次，推动提案工作从“重

答复”向“重实效”转变。

根绒志玛 向秋翁姆

数智赋能履职新模式
白玉县“数字政协”平台赋能提案工作提质增效

我的驻村帮扶故事

短视频的镜头聚焦的内容越丰

富，我越被乡村里涵养的蓬勃的生

命力与文化魅力所吸引。无论是乡

亲们在清晨踏着露珠去山涧舀取清

泉的画面，还是田埂旁刚拔出的萝

卜“咔嚓”一口咬下的清脆声音，这

些看似不经意的日常瞬间，在我看

来，正是一幅幅最鲜活的乡村振兴

新图景，浸透着浓浓的乡土情怀。

我们的镜头，自然转向了这片土

地更生动的一面：对准了甘孜糌粑、古

老的藏寨、热情的锅庄。深入藏寨，镜头

追随着藏家阿妈的手，青稞粒在古老石

磨下悠悠碾磨成粉，阿妈手掌灵巧翻

飞、力道均匀地将糌粑揉捏成型；在锅

庄舞的火塘边，男女老少手挽着手，踏

着古朴的节奏围成欢腾的圆圈。屏幕里

呈现出了深山里的文化脉动，让这些民

俗，借力新媒体，惊艳“出圈”。

视频火了！不仅订单持续飞来，

更收获了大量温暖的留言：“隔着屏

幕都闻到了糌粑香！”“好想去跳锅

庄！”“这才是最真实动人的中国乡

村！”读着这些文字，一股暖流涌遍全

身。文化的根脉扎得深，乡村的魂就

永远在。我甘愿做这乡土瑰宝的“数

字信使”，让山外的人们看见、懂得并

爱上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魅力。

我的助农奋斗记
常以勤：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派驻泸定县冷碛镇邓

油坊村驻村工作队员

驻村信息

◎常以勤 文/图

曾经，我是一名医者，双手握着听

诊器，在医院的诊室里为患者诊断病

情；如今，这双手握着锄头、扶着摄像

机，我也成了村民口中“爱折腾”的驻

村工作队员。

我是一名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的医务工作者，也是泸定县冷碛镇

邓油坊村的驻村工作队队员。从弥漫

消毒水气息的诊室，跨进这片充满生

机的黄土地，身份变了，但那颗赤诚奉

献、服务他人的心，从未偏移分毫。

有人问我，从医院诊室到乡土田间，挑战大吗？说实话，困难从未缺席，但当看到老乡洋溢的笑脸，当听到滞销的药材变成手机里不断弹出的订单提示，我

知道，所有的奔波与坚持都有了意义。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勠力同心。未来，我依然会扎根这片土地，继续当好“跨界者”，用医者的

初心守护村民健康，用实干的决心助力产业发展。

初抵村庄，映入眼帘的便是乡

亲们埋头躬耕的身影。汗水浸透衣

衫，腰背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弯曲。

走访中，李大爷揉着膝盖叹气：“常

医生，这腿啊，天一阴就钻心地疼，

可地里活计不等人呐！”看着他们强

忍不适劳作，我的心揪紧了。健康，

不该是劳作的代价。

作为驻村工作队员，更是作为

医务工作者，我有将健康送到田间

地头的责任。清晨，我背着药箱走向

田间地头。阳光洒在绿油油的作物

上，我支起义诊台，扬声招呼：“乡亲

们，累了就过来歇会儿，免费检查身

体啦！”起初大家只是好奇张望，直

到村民张叔揉着腰走来：“常医生，

这老腰真不中用了。”仔细检查后，

是典型的劳损。我一边为他按摩舒

缓，一边叮嘱：“张叔，干活间隙得直

直腰，晚上热敷一下，我教您几个简

单的动作……”旁边的乡亲们见

状，呼啦一下围拢过来。“常医生，我

这头老是晕。”“帮我量量血压吧！”

量血压、听心肺、解答疑问，小小的

义诊台瞬间成了田间的健康驿站。

那一刻，我豁然开朗：守护田埂上的

健康，不正是我驻村帮扶最坚实的

第一步吗？

田间地头的健康守护

在问诊的间隙，乡亲们念叨最

多的还是那片当归地。“祖辈都种这

个，可收成好坏全看天，价钱也上不

去，愁人啊！”张叔指着田里几株蔫

黄的苗，满面愁容。

作为医者，我深知良药需好材。

一个念头闪过：何不让专业的人解

决专业的事？于是，我立刻拨通同事

岳添芳的电话：“咱们村当归有潜

力，但缺技术！得请学校专家来把把

脉！”

很快，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专家

团队赶来。他们俯身捻起泥土细细

端详，架起仪器测量光照湿度，在田

间地头开起了“现场教学会”：“选这

个抗病性强的品种”“施肥要科学配

比”“病虫害防治关键在预防”……

看着乡亲们围着专家，眼神专注得

像学生，粗糙的手指在本子上认真

记录，我仿佛已看到脚下这片土地，

在知识的浇灌下，正孕育着更地道、

更优质的当归，也悄然托起乡亲们

增收的新希望。

如今，当归种植基地的药材品

质有了显著提升，农户们的收入也

增加了。看着他们捧着新收的当归，

脸上绽开淳朴满足的笑容，所有的

奔波都化作了值得。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丰收的喜悦没持续多久，仓库

里堆积如山的当归和佛手柑，又像

巨石压在了大家心头。“这么好的东

西，咋就卖不动呢？”刘大哥蹲在仓

库门口，吧嗒着旱烟，愁眉不展。必

须为这些的好药材找到好去处！一

个灵感闪现：何不借短视频的东风？

念头一起，立刻行动！我和驻村

工作队员扛起设备就扎进了田间地

头。镜头对准了清晨沾满露珠、晶莹

剔透的当归嫩叶；捕捉了午后药农

们躬身除草，汗水浸透衣背，一滴一

滴砸进泥土的辛劳；定格了夕阳熔

金下，佛手柑累累金果挂满枝头的

丰收图景。

“大家看，这是我们泸定的佛手

柑，闻闻，香得很！泡水喝舒坦……”李

伯对着镜头，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笨

拙又真诚地介绍着。我们一共制作出

了50余条短视频，推送至短视频平台

后，反响之热烈超乎想象。短短几个月

时间，视频浏览量突破十万大关！“泸

定中药材”的名号瞬间叫响。

这一番尝试，不仅直接为乡亲

们口袋增收，更让我真切触摸到，一

根网线、一方屏幕，竟能爆发出如此

惊人的力量，为深山里的好药材，也

为乡村振兴，撬开了一片广阔的新

天地！我和团队成员们更加坚定了

用短视频助力乡村振兴的决心，我

们要继续用镜头讲述乡村故事，让

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大山。

镜头唤起产业生机

屏幕里的乡土情怀

尾记：在希望的田野上

常以勤（后排左一）和乡亲们一同享受丰收的喜悦。

◎高城镇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