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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来，林山寨街
道在抓实“两新”党组织主题教
育上，创新开展“四个一”活动，
推动主题教育与企业高质量发
展紧密融合，使主题教育在“两
新”组织“掷地有声”。

组织一次示范党课。街道
加强对“两新”组织的党建业务
指导，精心选树2名优秀“两新”
党组织书记，为其他支部书记作
党课交流，树立工作标杆，搭建
学习桥梁，推动支部书记理论学
习、业务提升和党建能力建设。

开展一次学习分享。街道
选派20名“两新”党组织书记参
与各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活动，指导“两新”党组织书记上
党课20课时，在学习感悟、理论
所得、个人所想上，组织党员围
绕所在领域、所在行业开展学习
交流120人次，推动主题教育在
“两新”党组织党员中入脑入心。

提请一次发展建议。通过
将党员培养成行业精英，把行业
精英培养成党员，引领党员在
“两新”党组织发展上，立足当前
经济发展环境，结合自身工作经
验向所在党支部提请一次发展
建议，各党支部通过学习贯彻主
题教育，组织党员、职工座谈会，
征求意见建议23条。

开展一次先锋活动。围绕
“党建+”企业现状，引领党员员
工“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
新功”，在一线开展学习讨论、讲
党课、重温入党誓词、技能比武、
安全教育、文体比赛等，使党员
群众在活动中接受党性教育。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辖区“两新”
党组织设立党员先锋岗 25个，
集中开展党员活动 42场，其中
达人视界党支部开展技能比武
1场，技能培训惠及300余人。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赵峰

本报讯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中原区按照调查研究“深、实、
细、准、效”五字诀，聚焦“调、研、
用”三个关键点，把调查研究的过
程转化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
过程，切实以调查研究见行见效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突出问题导向，梳理重点课
题。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带头
揭榜领题，以“奔着问题去、向着
难处攻”为目标，围绕中原区科技
服务业和都市型工业“双引擎”，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网格化基层
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中小学幼儿

园建设、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和
民生话题，重新梳理已经开展的
调查研究课题 22项，正在开展的
调查研究课题 31项，新增调研课
题 16项。同时，选取问题楼盘攻
坚化解、府院联动、一站式多元解
纷机制等 8项典型案例开展解剖
式调研。

转变调研方式，做到靶向破
题。采用“四个一”调研方式，即
开展一次座谈会、解决一个企业
诉求、发现一条先进经验、召开一
次征求意见会，通过“1+4+2+N”
工作法，即“一线走访”面对面解

难题、“四不两直”扑下身掌实情、
“N场现场会”静下心寻群策，俯
下身、弯下腰、沉下心，倾听项目
负责人心里话，明确推动高质量
发展任务40项。

坚持清单量化，加强统筹谋
划。将集中调研和常态化调研相
结合，将调研任务从“给基层安
排”变成“给自己压担”，对定点联
系、检查指导发现的问题和群众
日常反映的矛盾，形成完整的问
题整改清单，同时完善“建单、跟
踪、问效”闭环运转流程，压实整
改责任、补齐工作短板、堵塞制度

漏洞，推动“问题清单”转化为“成
果清单”，做到以问题整改推动调
查研究工作提质升级。同时，强
化对调研工作的预安排，把主题
教育调查研究同联系点“蹲点”、
开展“万人助万企”、到基层宣讲
等工作结合起来，规范入企调研，
防止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
研，切实减轻基层和企业负担。

把握调研进度，注重成果转
化。加强对调研工作的组织领
导，参照调查研究工作清单，每
月制定《领导干部主题教育调研
工作计划》，总结调研工作完成

情况，对已开展调研的抓紧形成
调研成果，确保形成一批高质量
的调研成果，并注意在调研中梳
理新的问题，为开展新一轮调研
打好基础。坚持研以致用，召开
调研成果交流会，对已经深入开
展调研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调研
课题形成“主题教育调研成果转
化运用清单”，通过做好调研“后
半篇文章”，推动一批关系中原
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举措落
实落地。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魏瑞 孙延超

本报讯 中原区委政法委不
断深化主题教育，将“和顺中原”
一站式纠纷调处网络嵌入全区网
格化基层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矛
盾解纷“最多跑一地、一码解纠
纷”。今年以来一站式多元化矛
盾调处中心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8333 起，调成 8233 起，调成率
98.7%，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

对标“一类事件”高效处置，
优化矛调治理格局。延伸矛盾
调处责任链条，在街道矛调中心
派驻或轮驻警员、审判员、民调
员、律师和心理咨询师，实行基

层矛盾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
创，打造贯通上下、防控一体的
矛盾纠纷化解堡垒。全区 156个
社区（村）设立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实行“4+N”进驻（4指
常驻的社区委员、警务员、民调
员、综治员等常规调处主体；N
指视情预约的法官助理、心理咨
询师、律师、社会志愿者、乡贤能
人等外部调解主体），开展党群
服务、法律服务、便民服务、矛盾
调处等工作。

蓄力“三个一流”立体化解，
提升智能治理水平。通过数字赋
能，打造分层级、全链式、全覆盖

的矛盾纠纷过滤、化解体系。申
请人可通过登录“和顺中原”小程
序，在线录入矛盾纠纷相关情况，
提交化解申请，平台受理后区分
性质，分流交办并告知当事人，调
解人员通过在线远程、错时异步
和邀请专家等方式预约线上或线
下调解。调处不成功转为申请仲
裁、诉讼，通过“一码解纠纷”，达
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
效果。

矛调中心坚持首问负责制，
为群众提供“一条龙”服务。首次
接待群众后，分流员将来访群众
诉求准确分类，导入“和顺中原”

矛盾纠纷受理平台，自动生成二
维码，可在线跟踪纠纷事项办理
流程及反馈结果，制作交办单。
建立矛盾纠纷化解全要素清单，
实时统计分析、在线监测考核。

聚合“四项保障”多方联动，
再造解纷治理流程。健全组织
保障。区委政法委统筹负责三
级矛调中心的日常管理、服务和
监督考核，信访局和矛调中心合
署办公，针对疑难复杂矛盾纠
纷，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
手段开展联调联动。加强法治
支撑。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
各 14名对接 14个街道办事处点

对点帮解，当群众遇到矛盾纠
纷，也可以登录ODR解纷平台，
在线呼叫法官（助理）、律师、人
民调解员等多方参与调解。完
善程序保障。调解成功需要出
具法律文书或需要进入诉讼程
序的纠纷，由区法院驻矛调中心
诉调对接团队协助完成网上立
案。强化科技保障。以“和顺中
原”ODR为载体，通过数字赋能
建立矛盾纠纷过滤、化解体系，
在线提交矛盾化解申请，通过流
水作业，线上线下结合，切实做
到“一码解纠纷”。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刘安

本报讯 今年来，中原西路街
道将主题教育融入组织生活、生
产经营，通过“党建圈、经济圈、服
务圈”三圈融合，助力保利久街新
商圈发展，促进街道主要经济指
标稳步增长，推动主题教育取得
实效。

构建融合“党建圈”，激活发
展新动力。紧扣“安商助企添活
力、统筹资源激潜力、文创宜居
显魅力”发展目标，确定街区建
设主基调，大力推进保利久街商
圈“党建+网格”融合发展，成立
保利久街项目专班，整合 8名机
关党员、285名居民党员、138名
“双报到”党员和420余名社会人
士力量，形成互相配合、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对入驻商业街门
店展开系列服务，真正实现“党、
社、商、企、工”深度融合。同时
系牢链接商圈主体的红色纽带，
打造“伙伴商圈”党建特色品牌，

发挥商圈资源优势，定期举办商
户座谈会，拓宽营业思路，实现
资源共享，拓展延伸党的号召
力、凝聚力、影响力。

提振繁荣“经济圈”，点燃消
费新潜力。锚定“促消费稳增长”
工作目标，紧盯优质商户引得进，
加速推进保利久街招商引资工作，
使街区品牌、营业数量逐渐增多，
客流量、营业额稳步攀升，吸引无
数郑州潮人到此打卡体验，成为郑
州青年潮流目的地和都会风尚
地。同时街道联手企业打好促消
费“组合拳”，鼓励拓宽销售渠道，举
办常态化、多元化“消费促进月”活
动，进一步完善街区购物观光、餐
饮娱乐、文化休闲设施，充分激发
市民们的消费热情。联合保利久
街与“星空集市”、“二砂市集”打造
全时段经济商圈，自10月份开业以
来，先后举办“糖球会”、城市篮球赛
等促销活动60余场，不断丰富辖区

经济业态，提振消费信心。
打造优质“服务圈”，释放商

业新活力。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精
细化水平，狠抓机动车及非机动
车乱停乱放乱象，常态化监管查
处占道经营、噪声扰民等问题，着
力消除辖区管理死角盲区。持续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建筑工
地、餐饮油烟等专项治理，统筹项
目建设与控污治理关系，兼顾施
工安全与工程质量保障。深入推
进“万人助万企”活动，以保利久
街为依托，开展定制化产业链招
商，精准精细绘制招商规划图，通
过网格化摸排、标准化服务、智能
化管理，帮助临街商铺、商场商业
等租赁入驻，并积极协助商户办
理工商、税务登记等手续，不断完
善服务措施，优化服务质量，使商
户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谷文婷 徐青青

全局谋划 真抓实干 统筹推进
中原区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主题教育见实效

中原区委政法委

凝聚“解纷”合力 赋能“码”上解决

中原西路街道

践行主题教育
助力新商圈发展

林山寨街道

“四个一”活动激活力
示范引领做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