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的郑州，一条条老巷、一座座老楼“旧貌换新颜”，“网红打卡地”随
处可见，“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美丽郑州正在款款走来。

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
党建，已然成为促进郑州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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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奋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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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强不
强，抓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也
是磨刀石。在防汛救灾和疫情防
控两场大战大考中，全市2万多个
基层党组织和 40多万名党员干
部，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生死置之
度外，迎难而上、冲锋一线，在关键
时刻、生死关头与群众站在一起、
苦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让党旗
在灾情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

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凝心
聚力。全市 202个乡镇（街道）、
3184个村（社区）党组织第一时间

进入战时状态，成立临时党组织
1.2万个，组建党员突击队、先锋队
4200多支，418支驻村工作队就地
转化为战斗队，在人民群众生命
面前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红色防
线。“党旗在、阵地在，支部在、堡
垒在，党员在、信心在，群众在、底
气在”，基层党组织切实发挥了
“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越是紧要关头，越能检验初
心使命，越能砥砺忠诚担当。
面对接连不断的重大险情，3380
多名乡村党组织书记身先士

卒、果断处置，充分展现了“硬
核”担当。全市 1.3万名公安干
警、2.9 万名医护人员、3.2 万名
基层民兵、12.2万名党员志愿者
紧急奔赴一线，“志愿红”“警察
蓝”“天使白”“青春色”等齐心
防汛抗疫，构筑了“硬核郑州”
的坚强防线。

如今的郑州，已经形成了“群雁
高飞头雁领”的基层党建新气象，全
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铆
足干劲、奋力拼搏，向着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迈进。

老巷老楼“旧貌换新颜”，“网红打卡地”随处可见……

党建：改善民生福祉彰显强大动力

聚焦聚力城市治理
让城市美起来靓起来

要着力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2017年5月，郑州市委立足于特大
城市治理需要，着力构筑统揽有
力、系统推进的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工作格局。在市、区两级专门
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发挥领导指导、顶层设计、统筹协
调、督查考评职能，常态化协调解
决基层治理难题；在街道、社区建
立区域党委，定期召集职能部门、
驻区单位共商发展治理难题，构
建了四级联动、区域统筹的城市
基层治理体系。

全市有 4137个无主管楼院，
这是城市治理的难点。针对这一
状况，我市健全“社区党组织+楼
院（片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三级组织架构，建立以楼院党组
织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志愿
服务队、机关下沉力量、驻区单
位等多方共治格局，着力把无主
管楼院打造成“功能完善、环境
整洁、管理有序、群众满意”的
美好家园。同时，全面推行“红
色物业”，搭建社区、物业、业主
三方联动平台，形成问题共解、
资源共享、文化共建的工作模
式，打通了基层社会治理“毛细
血管”。

城市基层治理涉及面广、情
况复杂，需要各方联合、汇聚合
力。“三项工程、一项管理”是党的
领导下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抓
手，是最生动的社会治理实践。
我市从解决“中梗阻”、打通“微循
环”入手，以党建为纽带，整合调
动各方力量齐抓共管，构建了党
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
同、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
理体系。针对电力、热力、燃气、
自来水、通信等方面力量统筹难
问题，明确这些单位在区、街道、
项目的具体责任人，常态化协调
共商，避免了各干各的、相互干扰
现象。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工
作法，把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作为
前提，方案向群众公示、过程让群
众监督、效果让群众评价，使工程
推进过程成为群众共建共享美好
生活的过程。

美丽乡村已经成了郑州市民
周末休闲的好去处，无论是花红
柳绿的春日时光里，或者是层林
尽染的秋天，更为美丽的乡村吸
引着更多人的脚步。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
振兴，基层党组织必须坚强，党员
队伍必须过硬。2016年以来，郑
州市委持续深化“三级抓村”机
制，明确了市委出政策抓统筹、县
委强保障抓全面、乡镇党委严落
实抓具体的抓村责任，持续推动
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向乡
村集聚。

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员“尖兵”作用，助力脱贫攻坚。
全市累计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员4170人，实现建档立卡贫困
村全覆盖。坚持严管厚爱，严格落
实“五天四夜”制度，为每个市派第
一书记安排3万元工作经费，为每

个市派贫困村第一书记安排30万
元专项扶贫资金，他们带领广大党
员干部，和群众一起苦、一起干，带
动181个贫困村9.6万贫困人口提
前一年全部脱贫摘帽。

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不断补齐短板。以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重要契机，开展拉网
式排查，对每个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采取 1名县级领导联村、1名乡
镇领导包村、1名第一书记驻村、1
个县以上机关单位结对的“四个
一”整治措施，整顿不到位不脱
钩，先后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462个，调整撤换不合格村干部
276人。

高质量完成乡村两级换届，
持续优化基层干部队伍。坚持
“跳出换届看换届、抢抓机遇配班
子”，抓住乡镇党委这一“龙头”，

突出懂党建、懂农村、爱农业、爱
农民，80个乡镇党委书记均在急
难险重任务一线扛过硬活、打过
硬仗。今年换届，全市村“两委”
成员平均年龄 43岁，下降 7.8岁，
每个村都有 1名 35岁以下年轻干
部，大专以上学历占 28.4%，比上
届高出20个百分点。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夯实基
层基础。市委出台“三年强村计
划”，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市
财政累计投入5亿元，撬动县级财
政同步配套投入，2020年实现集
体经济“空壳村”清零，2021年有
望消除 5万元以下的薄弱村。将
每村的运转经费提高到 15万元，
不断提高村干部待遇，95%的村
活动场所达到 200平方米以上，
落实村干部轮流值班制度，农村
党群服务中心成为村里最有人气
的地方。

聚焦聚力乡村振兴 构筑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一个城市的吸引力，不仅仅
在于青山绿水或是厚重文化，还
在于其营商环境等“软实力”。为
切实发挥党建在优化营商环境中
的引领作用，我市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我就是营商环境”等活
动，建立“一把手”走流程制度、助
企赋能党建联盟平台等12项有力
举措，推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积极履行职责，助力营商环境
优化。发改、市场监管、政务服

务、科技、人社等 25家职能部门
“一把手”以普通人身份，采取不
亮身份、不打招呼、不让人陪同的
方式，到政务服务大厅体验办事
全流程，从群众视角发现问题、查
找原因，及时解决“中梗阻”问题。

推进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内
在活力是关键。市委从非公党建
抓起，着力建强民营企业党组
织，成为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强
大引擎。2016年起，在全市大力

实施非公党建“321工程”，通过
搭建示范基地、教学基地、孵化
基地三个平台，培育党建宣讲
员、党建指导员两支队伍，建立
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与街道社
区统筹共建机制，培育了圆方物
业、宇通汽车、三全食品、好想你
枣业、信大捷安、中部电子商务
港等一大批先进典型，非公党建
由“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
形成群星效应。

聚焦聚力营商环境优化 为高质量发展加油助力

聚焦聚力大战大考 关键时刻当好群众主心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