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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家中上党课，感
觉很温馨，谢谢同志们的关心。”8月10
日，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路社区80岁的
老党员张合潮感动地说。

张合潮老人有58年党龄。近段时间
天气炎热，老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到
社区参加党员学习会。为此，受降路社
区党支部为他送党课上门。当天，在张

合潮家中，党员们围坐在一起，在社区
党支部书记荆海燕的带领下，共同学习
了十九大精神、源汇区委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六次全会精神等。张合潮老人坐在
沙发上，学得十分认真。学习结束后，
他还与其他党员交流了学习心得。

“给老党员送党课上门，我们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让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
温暖，也希望他们能坚持学习，不忘初
心。”受降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荆海燕说。

上门送党课 服务老党员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
梦琦） 8 月 10 日上午，我市第二届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在漯河迎宾馆举
行，29个入围项目进行了激烈角逐。

为推动我市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化运
作、制度化发展，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文明办、
市民政局、市残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联合举办了市第二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大赛自 7 月启动以来，通过宣传
发动、组织推荐和社会自荐等方式，共
收到申报项目59个；经过资格审查、初
步筛选等环节，共有 29 个项目进入决
赛。这29个项目涵盖阳光助残、关爱行
动、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环境保护与
节水护水、扶贫开发与应急救援、文化
宣传与网络文明、禁毒教育与法律服
务、理论研究与基础建设、健康与卫生
以及其他领域。

决赛现场，入围项目负责人通过视
频、PPT 演讲等方式进行了 3 分钟项目
展示。项目负责人展示后，大赛评委围
绕参赛项目的实施效果、创新性和可复
制性、资金链完整情况、社会效应等内
容进行了现场提问，并提出合理化建
议。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激烈角逐，评委
会就项目的可行性、社会影响力等进
行评分，根据得分情况，评选出市第
二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银、
铜奖。

“下一步，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将适时举办项目推介会、认领会等
线下集中对接活动，推动社会各界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与公益组织进行项目对
接与公益合作的‘双向选择’，推动入
围项目的认领工作。”该活动相关负责
人说。

29个入围项目展开对决
市第二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收官

蒿慧杰就本报《“一把手”坐窗口 找痛点破难点》报道作出批示

加强指导 强化督导
确保常态长效善作善成 不能虎头蛇尾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在全市上
下扎实开展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
风行动之际，今年 7 月份，我市启动

“一把手”换位体验窗口服务活动。市
直部门领导通过到服务窗口体验企业
和群众办事的痛点、堵点、难点，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改进工作作风，优
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
满意度。8月2日，《漯河日报·晚报
版》刊发《“一把手”坐窗口 找痛点
破难点》，对该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报
道。文章见报后，在市直各部门引起
强烈反响。8月8日，市委书记蒿慧杰
对该报道作出批示。

在批示中，蒿慧杰指出，市直部
门领导坐“窗口”，是市委推进纠

“四风”、转作风的一项重要举措，旨
在通过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换
位体验窗口服务，更好地发现问题、
找出原因、改进工作，增强服务对象
的满意度。现在看这个决策完全正
确，这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一些
领导干部反映，屁股一挪，挪近了与
人民群众的距离，挪深了对人民群众
的感情；位置一换，换出了服务企业

的自觉性，换出了服务效率的提高。
蒿慧杰要求，下一步，市作风办要加
强指导、强化督导，确保常态长效、
善作善成，不能虎头蛇尾。

记者了解到，自该活动启动以
来，已经有 11 位市直部门“一把
手”、38 位分管副职到服务窗口体验
工作。其中，有些部门还派出副县级
干部长期进驻服务窗口。市作风办也
进行了多次明察暗访，对存在问题的
服务窗口单位下发督办建议，压实责
任，聚焦问题，落实整改。一些服务
窗口及时调整人员，增加公益岗位，
提高办事速度；一些服务窗口大胆尝
试，实现业务网上办理，减少了企业
和群众办事跑腿次数，节省了办事的
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一定要带着诚意坐‘窗口’，带
着问题沉到一线，放下架子、扑下身
子，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找准问
题、对症下药，打通‘中梗阻’，提
升执行力，推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和各项工作任务落地生根。”一
些部门负责人参与活动后，深有感触
地说。

本报8月2日刊发的《“一把手”坐窗口 找痛点破难点》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