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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奋进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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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启动后，西园街道党
工委第一时间成立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并制发实施方案；各党组织先
后召开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党员大
会29场次、在微信公众号推送或
转发主题教育工作动态和理论学
习文章90多篇，同时在主干道沿
线及各社区等显眼位置布置主题
教育相关宣传10多处，并建立科
级领导挂钩联系、带学领学机制，
以实际行动推进主题教育有力有
序有效开展，为街道各项工作提质
增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其间，西园街道组织领导干
部、社区主干、青年团员代表等
前往晋江经验馆、安踏党建馆、
泉州初心学堂等地开展读书班
现场教学，“实地观摩+专题研
讨”推动理论学习走实走心；依
托各社区邻里中心开展“书记讲
党课”“领导干部讲党课”活动共
19场次，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结
合基层网格工作调研，在屿头社
区“党建+”邻里中心开展“书记
讲党课”活动，带动基层党员学
深悟透；依托网格站点开展农村

（社区）领域主题教育“新思想微
宣讲”暨“微党课”进网格活动，
用“故事+方言”让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依托中共晋江市委党校
西园教学点，推进“‘晋江经验’
系列课程进高校”项目，让主题
教育深入高校群体……

西园街道屿头社区党委书
记洪耿谋表示，主题教育既有

“坐下来”集中读书，又有“走出
去”现场研学，让他对社区发展
的思路更清晰了。主题教育以
来，社区盘活两块低效闲置用

地，为社区集体增收 60万元，全
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500
万元。新一年，社区将进一步
盘活“沉睡”资产，推进文体活
动中心等文体项目实施，利用
仕头灌渠流域两侧的空地谋划
新项目，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
更有质感。

行之所至，念兹在兹，一堂堂
深刻又生动的“党课”，一次次“点”
上带动、“线”上延伸、“面”上覆盖
的理论学习，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入脑入心。

西园街道：用主题教育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昆火 通讯员 蔡静怡

视 觉

不觉年，已去年；
不觉春，已立春。

昨 日 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的 第 一 个 节
气——立春，位于晋
江 市 西 园 街 道 屿 头
社 区 仕 头 灌 渠 的 河
道边，种植在废旧轮
胎 里 的 三 角 梅 生 机
勃 勃 。 前 来 河 道 采
集 水 样 的 工 作 人 员
许 文 炳 开 心 地 告 诉
记者，整治后的灌渠
河道水质稳定达标，
成 效 显 著 。 这 是 主
题教育启动以来，西
园 街 道 党 工 委 持 续
强化理论学习，以学
促思 、以学促研 、以
学促干 、以学促改，
推 动 主 题 教 育 成 效
转 化 为 实 干 实 效 中
的一个缩影。

过去一年，西园
街道以“1+6”专项攻
坚行动为抓手，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获评泉州
市文明单位等荣誉称
号。新的一年，西园
街道将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将主题教育
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以 制 度 形 式 固 定 下
来，把“问题清单”转
化为“成效清单”，全
力建设“生态宜居西
城区、现代服务业新
高地”。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西
园街道成立以街道党工委书
记为组长的调研领导小组，
实施青年干部培养项目“青
苗工程”，8 名青年干部分别
认领调研课题；坚持工作重
心下移、资源下沉，主要领导
带队深入一线，就黑臭水体
整治、社区班子建设等工作
开展调研指导；完善领导干
部常态化接访工作制度，用
好“邻里会客厅”、二级网格
党群服务站等阵地，推动群
众诉求“在家门口解决”；开
展“乡创联盟”活动 3期，组织
各社区班子前往磁灶镇东山
村、井边村等地参观取经，推
动调研小组干部解放思想、
拓宽视野。

“河道变宽了，水清了，河
沟旁还种上了三角梅，住在附
近更舒心。”在屿头工业区工作
的林善尧说，去年 10月份，街
道推进仕头灌渠流域治水项
目，一手抓清淤疏浚，一手抓截
污纳管，治理后的水域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无独有偶。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一场场“沉浸式”蹲点调
研在王厝社区第四网格晋江市

第四实验小学门口的环湖西路
开展，并由此推进该校周边道
路环境整改，提升学校周边人
居环境。

“我们通过采取增设路中
隔离护栏和人行道护栏、规范
车辆有序停车和引摊入市等综
合性措施，全力打造学生上下
学绿色安全通道。”西园街道道
安办负责人林双森说，他们牵
头组织相关工作点、社区、交警
一中队、综合执法队、环卫办和
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等相关单
位工作人员，召开专题会商会
和现场调研会逾十次，广泛征
求各方意见，制定综合整治长
效提升方案。

“通过综合施策，师生出行
更安全、更便利了。”晋江市第
四实验小学副校长颜金怀表
示，校园周边路段通行秩序的
改善提升是显著的。

在主题教育中，西园街道
还进行全面检视，建立滚动式
台账清单，形成问题清单1份，
梳理整改问题 6个，提出整改
措施 17条；扎实推进机关、社
区、非公企业等领域检视整改
工作，形成问题清单 32份，梳
理整改问题53个，提出整改措
施80条；落实建立社区自查的
网格化巡查模式，截至去年 12
月，自查人居环境问题 3497
处，整改率 100%。同时，认真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全面查
摆问题，形成班子对照检查材
料和个人发言提纲19篇，查摆
问题266个，制定整改措施266
条，并建立详实明晰的问题清
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做到

“学习教育不停、查摆问题不
停、整改落实不停”。

在岁末年初的关键时期，
西园街道党工委将持续巩固和
深化主题教育成果，推动主题
教育成色更足、底色更亮，为创
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打造
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西
园力量。

“街道在全市首推‘人大代
表+网格化’工作机制。”西园街
道党建办主任陈炳杰说，街道
将 14名晋江市人大代表下沉至
11个社区网格，坚持每周进网
入格、进楼入户走访，听取民
意、破解难题，初步探讨形成 3
个项目。这一经验做法被“福
建人大”微信公众号、《人民政
坛》杂志刊载、报道。同时，街
道建立“日清单、周汇报、月督
导、季调度”工作机制，有序推
进“在网格一线解决问题”特色

实践活动，打造“一社区一精
品，一网格一主题”的“网格+N”
基层治理新模式，打造示范网
格 11个，获评晋江市最美网格
站 3个、最美网格员 4名；各职
能科室立足网格一线，通过党
建引领，实施“城西片区更新改
造”“九十九溪流域田园风光”
等项目，策划葫芦山文教园、健
康产业园、德志物流园等 35个
重点项目。

“路边垃圾少了、花草多了，
社区就美了。”后间社区一级网格
员张清清说，她们在日常走访中
发现社区“边角料”“旮旯地”存在
环境卫生问题，萌生了将这些地
块打造成“社区共享微风景”的想

法，并迅速实践。微风景的打造
既能消除卫生死角、美化家园，还
能增进邻里感情。这是西园街
道后间社区推行“在网格一线解
决问题”的生动实践。

在社会治理方面，西园街道
按照“党建+”邻里中心“1+6+X”功
能布局和群众需求，在空间资源、
阵地建设和服务供给三方面持续
发力，常态化运作王厝、官前两个
社区的星级邻里中心，推动屿头、
后间、车厝3个社区邻里中心点位
建设，推进西园街道“福蕾+”未保
站、“党建+”一体化卫生服务站、
后间青少年成长培养中心、屿头
敬老院提升等项目落实，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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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扮靓仕头灌渠“颜值”。

常态化水样常态化水样
采集采集，，对水质对水质““把把
脉问诊脉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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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山庙宇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郑鲍淑雕刻的龙柱栩栩如生。2021年，以潘
山庙宇木雕为代表的泉州木雕正式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春节临近，摊点上年货饰品琳琅满目，小朋友尤其喜爱龙造型的新年饰品。

晋江安海龙山寺金炉的龙形构件。 梅岭街道锦塘“南龙王”在全国“村BA”赛场上当了一回明星。

昨日立春，今日六九，龙年的脚步已渐近，只余下5日光景。新春到，金龙献瑞。在晋江的大街
小巷，形态各异的“龙”跃然而出，“龙”文化愈发热闹起来。

龙，这承载着祥瑞的图腾，早已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晋江这片土地，也与龙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地名、习俗、手艺……都潜藏着龙的痕迹。

你看，晋江遍布“龙”的足迹。龙湖镇、龙山寺、龙泉宫等地方，记录着人们对龙的崇敬。香龙、
锦塘“南龙王”、木雕、剪纸等晋江传统艺术形式，蕴含着丰富的龙历史文化。街头巷尾，龙形装置千
姿百态，将龙的灵性和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手持与龙相关的物品，如龙形灯笼、龙形状的食
品等，拍照留念，分享着这份美好和喜悦。

祝大家龙年里龙行龘龘，生活龘龘，前程龘龘！
本报记者 秦越 陈巧玲 董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