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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建立区级社区工作者后备
人才库，深入实施“全科”人才培养计
划，组织开展职业能力竞赛、“亮讲树”
等实战实训……近年来，二七区按照全
链条打造、阶梯式培养的思路，采取择
优遴选、分类培养、亮赛比评等方式，精
准搭建社区工作者成长阶梯，推动社区
工作者人才储备链、培育链、实践链“三
链融合”，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注入生
机活力。

严密“储备链”，搭好进步阶梯。制
定《二七区社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工作
方案》，按照“社区推荐—街道遴选—区
级建库”的闭环流程，明确梯队设置、资
格条件、教育培训、管理考核、保障激
励、优进拙退等工作标准和制度措施，
强化“五强三梯队”建设（政治观念强、
工作能力强、服务意识强、纪律意识强、
综合素质强，划分社区正职、副职、委员
三个梯队），按年龄结构、级别层次分类

推荐储备、统筹纳入区级社区工作者后
备人才库，实现阶梯储备、一人一档，跟
踪成长、精准培养。三个梯队按照 43
岁以下、38岁以下、35岁以下年龄段，
分别储备入库 18 人、32 人、21 人。同
时，建立健全“‘两委’委员（网格员）—
副书记（副主任）—书记（主任）—事业
入编”全链条晋升渠道。2023年，41名
优秀社区工作者通过省市考试顺利进
入事业编制。

做实“培育链”，打造全科人才。坚
持因材施策、全域提升，围绕社区治理
与服务创新工作要求，通过阶梯轮训、
导师帮带等形式，深入实施“全科”人才
培养计划，建强了一支综合素质高、业
务技能强的专业化复合型社区工作者
队伍。重“理论”提升，依托“社区素能
提升大讲堂”，先后邀请37名专家讲授
党的创新理论和基层治理经验方法，开
课 21场次、集中培训 2200余人次。强

“头雁”引领，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组织社区正职后备
人才开展 2个月的跨社区轮训交流、1
个月的“社区书记体验月”活动，提升统
筹协调能力、抗压耐压能力、应急处突
能力和示范引领能力，锻造社区工作的

“行家里手”。育“全科”人才，组织社区
副职后备人才开展“一对一”结对帮带，
社区工作者打破分工壁垒，走进党群服
务中心“一窗受理”综合服务窗口，为群
众提供预约延时、帮办代办和上门服
务，全面完整培养“一专多能”的“全科
人才”。

用活“实践链”，提升治理效能。围
绕服务群众、纾困解难、应急处突、矛盾
调解等工作，组织开展职业能力竞赛、
服务群众项目大赛、社会组织培育孵化
和“亮讲树”等实战实训活动 32场次，
让不同梯队在实践中学本领强能力、精
业务勇担当。

按照“成熟一批、使用一批”的工作
原则，在届中社区岗位出现空缺时，依
照组织程序，优先从区级后备人才库中
选取政治上可靠、工作能力和服务意识
强、具有创新精神、群众公认的社区后
备人才重点使用，目前，已有58名后备
人才担任社区书记（主任）、副书记、副
主任职务，真正让社区工作者心里有盼
头、干事有劲头、前途有奔头。

同时，注重用好动态调整、末位退
出工作机制，每月组织一次社区工作者
后备人才集中谈话会，精准了解工作情
况、思想动态，对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
面出现问题、存在违纪违法行为、群众
意见较大、威信不高的社区工作者及时
调整“出库”，提高梯队建设工作成效，
锻造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结
构合理、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王炎升 张优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干部在城市
规划、建设、治理、运营等方面的实践实
战能力，扎实有序推进实施城市更新工
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日前，二七区
举办了第一期城市更新大讲堂，相关区
直部门及各镇（街道）分管副职、业务骨
干9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相关专家，以《城
市更新政策解读与郑州实践探索》为
题，通过丰富的城市更新案例，深入解
读了新时期城市更新的内涵，以及《支
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政

策文件。同时，结合郑州市城市更新行
动工作进展，详细介绍了郑州市城市更
新行动的工作机制、政策体系、规划体
系和示范项目等实践探索，为学员们今
后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

参训学员表示，本次培训内容紧密
结合实际，既有理论讲解，又有案例分
析，对推动实践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他们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所学
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二七城市更
新贡献力量。
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刘凯捷 文/图

樱桃沟的“创意乡村梦”不仅是艺
术家的梦，更是樱桃沟本地人的梦。造
梦计划里，樱桃美术馆绝对称得上艺术
园的“C”位，它是基于樱桃沟文化艺术
生态资源聚集而构建的新型文化空间，
近年已举办几十余场文化活动，旨在通
过丰富的艺术展览与研学，与更多艺术
家、孩子、家庭、机构产生链接。

美术馆每逢办展，都会吸引四面
八方的游客，周边的村民朋友更是“常
驻”观众，展览不乏享誉业内外的艺术
盛事。

“黄河·土地——王刚艺术作品
展”恢宏而肃穆，蕴藏着关于土地与人
的宏大叙事，引起了业内众多艺术家、
评论家的讨论。本次展览被视为“一
个艺术家在其艺术拓荒道路上的阶段
性里程碑”。同时樱桃美术馆也被称
赞为“河南民营美术馆的一面旗帜”。

“星象”系列展览集河南省13位中
青年艺术家携60余件抽象艺术作品参
展，把抽象艺术的触角深入到乡村基层。

同时，樱桃美术馆还通过“黄河故
事”系列展览活动，支持优秀青年艺术家
创作。“望花湖——王旭个展”“迷雾——
葛政个展”都是我省青年艺术家基于黄
河流域背景下对艺术的探究与追寻。

抽象艺术作品散发着“年少轻狂”；
大师展作品数十年磨一剑；儿童公益课
堂深受孩子们欢迎；社区居民则可以跟
着非遗工作室的大师们学习根雕、叶
画、剪纸等手艺。在远离城市车水马龙
的地方，创造一场场与艺术的奇妙遇
见，用山水调节情绪，用文化涤荡心灵，
每幅作品都充满对未来的想象。

“艺术家和村民融合到一块，共同
生活，生产劳作，这种文化熏陶是潜移
默化的。”樱桃沟社区负责人说。

樱桃沟艺术园区不仅是文创园，
更是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
践，优质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永续发
展的动能。乡村振兴的壮美蓝图，正
徐徐展开。
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邓芳心 文/图

二七区“三链融合”
加强社区工作者梯队建设

城市更新大讲堂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打造樱桃沟的“创意乡村梦”以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了解郑州，感受二七，不可错过的“文化线”便是樱桃沟。近日，正午时分，记者

驱车前往，道路蜿蜒，树荫斑驳，远离城市喧嚣，沿途满眼绿意，乡村墙绘唯美吸
睛。心之所至，走走停停，樱桃沟艺术园区便映入眼帘。

与多数文创园绚丽多彩的风格不
同，樱桃沟艺术园区简约、朴素，将旧工
业时代的遗痕与当代理念融合，6000多
平方米的红砖房饱含郑州记忆，呈现出
不同于墙绘民居的沉静之美。院子方
正，红砖古朴纯粹，简净无奢，搭配绿树
环绕，精致水景，12间匠心打造的工作
室整院环抱，感受到北方特有的生活气
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屋内，艺术
家捕捉光影，执笔挥毫，超脱于世俗，优
秀的作品应运而生。

独有的静谧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才
华横溢的艺术家入驻园区：有早在2006
年开启行为艺术和大地艺术的积极实
践，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王刚；有屡次入选
国家级展览并获奖的著名教授吴斌，其

“公园”系列作品独树一帜；有运用影像
的创作手法结合综合材料方式，多项作
品在国内外展出的艺术家孙彦初；有以
策展人的身份在国内多地组织策划了十
余场优质展览的艺术家李书天。他们为
园区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简约朴素的小众艺术秘境

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七区文化产业创新案例展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