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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期）

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6 日

【部门工作】

▲铆足干劲 真抓实干 着力构建城乡平衡发展新格局 一

是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坚持把环境美作为重要抓手，着力实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

设。截至目前，完成城乡民房风貌改造提升 1235 户 45.71 万平

方米，农村危房改造 48 户，抗震改造 257 户；完成县级、剥隘

镇、里达镇、田蓬镇美丽集镇实施方案编制及剥隘镇、里达镇、

田蓬镇 3 个乡镇美丽集镇总体规划设计评审工作，预计 2024 年

11 月底完成建设；着力提升城镇住房保障水平。有序推进 2024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积极申报 2025 年富宁绿色水电铝材

一体化产业示范园区新建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312 套。截至目

前，富宁绿色水电铝材一体化产业示范园区配套宿舍型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主体已完工 221 套，其中竣工投入使用 106 套。向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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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保障条件的 297 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 23.85 万元，解决园区企

业职工 663 人住房困难问题。完成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资格审

查 1086 户，新增保障对象 144 户 482 人、取消保障资格 100 户，

完成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分配入住 93 户。二是加强整治优化

环境，构建城乡美丽格局。加快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坚持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立足“以人为本”的原则，着眼“民生实事”小

细节，在“美”字上下功夫，在“精”字上做文章，推进绿美城

市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完成东大门大道绿化提升、4 个口袋公

园、东大门大道至公安局道路等绿美项目建设。实施归朝至城区

入城口道路管网改造项目，相关施工工序正在有序推进；加快推

进城乡“两污”治理。紧盯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两污”综合治

理项目建设，打通“两污”治理“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完

成新华垃圾卫生填埋场存量陈腐垃圾治理，分拣处理陈腐垃圾

22.29 万吨，外运可燃物 11.59 万吨，渗滤液处置 3.69 万吨；

排查城区排污主管网 24 公里，入河排水口整治 29 个，新建和改

造污水管 11.9 公里；完成谷拉乡、那能乡等 12 个乡镇和睦伦村、

郎恒村 14 个垃圾转运站建设并移交试运行；开工建设木央镇、

归朝镇、谷拉乡、洞波乡、剥隘镇、花甲乡、阿用乡 7 个污水处

理站。三是紧盯目标强化服务，助推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建筑业

平稳发展。坚持关口前移、主动服务，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座谈

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运营模式、困难问

题以及企业的发展规划，并梳理疑难问题，共同探讨建筑业发展

新思路。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建筑业产值 5.3737 亿元，工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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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设计审查 13 件，消防验收 21 件，消防备案 24 件，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 17 件，审查初设并批复 11 份，自建房许可审批

68 件，招标备案 19 件；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深入了解企业

诉求，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把握形势提振信心，推动全县房地产

业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全县房地产在建项目 9 个，完成投资项

目 6 个，新增入库项目 1 个新入库 7.7 亿元。全县完成房地产固

定资产投资 7.38 亿元，商品房销售 678 套 9.86 万平方米，销售

额 5.44 亿元，二手房成交 353 套 6.87 万平方米。纳入保交楼项

目 1 个 465 套，交付使用 240 套，保交房项目 6 个 1549 套，完

成交付项目 3 个 801 套。四是强化监管严查隐患，筑牢安全发展

环境。始终尊崇“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的管理理念，压实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坚决杜绝质量安全事故发生。截

至目前，累计开展安全检查 18 次，检查在建工程项目 62 项，排

查安全隐患 828 条，下发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整改通知 141 份、建

筑起重机械设备停止使用通知 5 份，约谈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项

目 1 项；开展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检查 17 轮次，检查在建项

目 48 项，排查扬尘问题 21 条，下发整改通知 15 份；开展建筑

工地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2 次，覆盖全县住建领域 62 个在建建筑

工地。（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富宁县“四聚焦”抓实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 一是聚

焦“制度机制”，实现有效管护。通过建立健全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档案，将全县 66 冢散葬烈士墓规范划定保护范围，统一制作

更换墓碑。采取代管和直管相结合的方式，统筹县乡村三级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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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服务中心（站）点力量，对散葬的 66 冢烈士墓，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与散葬烈士亲属签订管护协议书，明确亲属管护职责，

并督促涉及乡镇每季度开展一次巡查，每半年听取巡查汇报，对

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整改。确保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到

位。二是聚焦“政策宣传”，实现保障服务。围绕《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

张贴海报、开设宣传栏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在清明节、“9·30”

烈士纪念日、国庆节等时间，倡导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学校、群众等就地就近前往烈士纪念设施、红色革命遗址开展祭

扫、献花等缅怀英烈活动 10 余次，营造崇尚、学习、捍卫英烈，

自觉保护烈士纪念设施的浓厚社会氛围。三是聚焦“事迹挖掘”，

实现红色传承。充分挖掘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历史价值，

收集整理重大历史事件、烈士生平等史料信息，重新逐级申报刘

家华等 152 位富宁县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烈士认定工作，对辖区内

散葬烈士墓背后的英烈故事进行深入挖掘宣传，在党史学习教

育、警示、培训中起到积极宣教功能作用，更好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激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缅怀英烈、铭记历史的爱

国情怀。四是聚焦“典型故事”，实现宣传教育。通过“英烈事

迹故事宣讲团”，宣讲红色故事、现身说法等，进机关、进学校、

进农村、进军营，引导公众致敬英烈、捍卫英烈，并向社会广泛

宣传保护烈士纪念设施的重大意义，积极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

广泛参与，努力营造全社会崇尚英烈，积极保护烈士纪念设施的

工作氛围。累计开展法律法规宣传 200 余场次，宣传报道英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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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5 人，开展“英烈事迹故事宣讲”100 余场次。积极倡导鼓励

志愿者团队、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参与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管

理和维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富宁县“点线面”齐发力持续推进秋冬季颗粒物削减攻坚

行动 一是管好“点”上污染源，抓实工业污染源管控。在持

续推进“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基础上，组织开展重点污染

源、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砂石开采行业、打击第三方环保服

务机构弄虚作假等专项执法行动。今年以来，完成“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检查企业 36 家，完成环境问题整治 34 个，查处环境

违法行为 11 起，罚款金额共 14.64 万元；以汽车维修与维护、

机动车燃油零售行业等行业为重点，针对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开展专项抽查检查。截至目前共排查有关企业共 29 家，检查发

现存在一般环境问题 14 个并督促立行立改；全面梳理“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来信来访

来电生态环境举报投诉问题，举一反三，及时排查化解群众反映

强烈的大气污染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环境合法权益。2024 年以

来，共收到涉及大气污染信访件 4 件并全部办结。二是管好“线”

上污染源，抓实道路扬尘精细化管控。优化渣土运输路线，引导

工程车辆和大型运输车辆避开城区主要道路，绕道经环城路行

驶；聚焦城市主次干道道路扬尘问题，采用“人机结合”的保洁

模式对城市街道路面、树体、隔离栏、桥梁等进行细致冲洗、擦

拭，坚持主次干道每天 16 小时保洁制度，街巷路面每天 13 小时

保洁制度，始终确保道路路面无积尘。今年以来，累计洗扫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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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 1460 万平方米；大力推进绿美公路建设，强化公路养护，

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今年以来，共投入资

金 65 万元，建成绿美公路 64 公里。三是管好“面”上污染源，

抓实建筑施工扬尘和农业面源管控。以各类建筑工地、施工场地

物料堆场等扬尘源为重点，采取“日常巡查+工作督帮”机制，

深入实地指导施工工地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管控措施，针对

发现的扬尘治理突出问题，要求企业建立扬尘问题治理台账，落

实扬尘整治责任，确保扬尘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累计发出整

改通知 20 份，发现裸露土方未覆盖、出入车辆未冲洗等扬尘治

理问题 20 个，目前均已完成整改；加强农事用火监管、严格落

实农事用火监烧机制，加大对违规野外用火的查处力度，今年以

来，13 个乡（镇）共审批农事用火 164 次 1527 亩，县级林草部

门办理违规野外用火行为行政处罚案件 4 件，县级公安部门办理

违规野外用火刑事案件 3 件；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2024 年

以来，建设秸秆肥料化应用示范点 2 个，涉及耕地面积 1820 亩；

培育秸秆饲料化利用示范点 4 个，实现饲料化利用 2660 吨。（州

生态环境局富宁分局）

【乡镇工作】

▲富宁恩泽源就业“幸福里”社区“四个一”促就业稳增收

一是健全一套机制，党建引领促就业。明确职责分工，制定行业

部门等就业工作责任清单，细化就业职责任务，齐心协力抓就业。

出台就业幸福里“平台管理服务、就业介绍服务、用人招聘服务”

等制度，规范化、专业化抓就业。突出组织化这个关键，采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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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运作模式，推动“党建＋就业”融合，

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构建起“用工企业+劳务平

台+务工人员”的利益共同体，促进产业、企业、就业“三业”

联动，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就业增收良性循环。二是搭建

一个平台，就业服务更便捷。搭建集求职登记、技能培训、劳动

维权等多样化服务于一体的“幸福里”劳务用工平台。通过主动

靠前服务，对辖区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全面开展用工需求摸排，

建立企业用工信息台账，依托富宁县零工市场等平台开展县域内

剩余劳动力摸排并建立务工人员信息库。定期为县域内剩余劳动

力提供用工信息，根据企业需求上门提供“管家式”“订单式”

用工保障，破解企业招工难、农村劳动力务工难“两难”问题，

避免劳务市场无序竞争。定期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指导签订有效

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用工管理等全方位劳动保障服务，保证恩泽

源就业‘幸福里’有序运行，全面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三是

强化一项技能，提升能力促就业。采取“基地+社区”模式集中

培训，组织开展生产技能、各项文体活动和法律法规宣讲等服务，

提升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发挥“幸福里”孵化器作用，通过校企

合作、田间讲堂、工学交替动手操作培训的方式，使务工人员至

少掌握 1 项实用技能，推动务工人员逐步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乡村振兴“接力手”。四是打造一流环境，服

务保障惠民生。积极营造社区各族群众互嵌式生产生活的环境和

氛围，通过盘活闲置门面、办公楼等国有集体资产，累计投入

200 余万元配套建设食堂、洗浴室、洗衣房、文体活动场所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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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免费提供吃住行一体、工作生活学习兼顾的综合保障，

并统一购买工伤保险，打造“拎包入住、送餐到岗、餐后上工”

的务工环境。同时，配备“少年儿童之家”和“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定期组织开展“一老一小”关心关爱服务活动，管理人员

负责照看务工人员老人和小孩，解决“后顾之忧”。开展熟带生、

老带新等结对帮带活动，促进务工人员交流交往，推动形成技术

上相互交流、工作上相互帮带、生活上相互关心，不断增进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切实筑牢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截至目前，“富宁恩泽源就业‘幸福里’社区”共吸纳产业工人

800 余人，其中吸引返乡人员就业 100 余人，脱贫劳动力 150 人，

累计为企业和合作社基地提供用工 800 余人次。（归朝镇）

▲那能乡“三个转变”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是党

建引领，实现“建网”到“强网”转变。坚持党建引领强网格，

深入推进“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治理模式，通过优化支

部设置，分类划网、以人定网，进一步完善全乡 161 个微网格，

配齐 161 名网格员，充分发挥“一网通建、一网统管、一网共享”

的全科网格作用，实现人、事、物全覆盖，网格长（员）在矛盾

纠纷发现、上报、调处、化解中全过程参与，确保矛盾纠纷早发

现、早干预、早化解，真正做到大事不出乡、小事不出村。二是

多方联动，实现“单打独斗”到“联合调处”转变。深化推广“一

图一单一指引”，建立派出所、司法所、综治中心、职能部门以

及属地村组联动排查调处和信息共通共享机制，针对辖区人员全

覆盖动态排查，实时掌握重点人群、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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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从上至下、自下而上”的诉求通道，运用“三级三次”调

处原则，按照“充分尊重诉求、维护合理利益”原则，对积怨较

久、较深的重点纠纷多方、多次、多法调解，切实保证双方利益

最大化、调处成功最大化、群众满意最大化。今年来，共排查、

受理各类矛盾纠纷 85件，成功调处 75 件，调处成功率达 88.24%。

三是公开接访，实现“群众上访”到“主动下访”转变。针对长

期以来群众反映强烈的集镇开发存在的宗地安置、土地补偿、矛

盾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党政领导班子带领干部职工主动与群众

面对面开展集中公开接访，进一步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全面摸清

了集镇开发历史遗留问题，为寻求破解集镇发展困境的新方法、

新措施，着力解决群众难题维护群众利益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

计，集中接访活动共接待来访群众 200 余人次，现场解答群众咨

询问题 55 个，现场解决问题 2 个，受理群众反映诉求 135 个，

其中集镇开发类问题 116 个，矛盾纠纷、民生实事等其他类问题

19 个。（那能乡）

▲田蓬镇：打好“朝夕”守护组合拳 酿出“田”蜜美好新

生活 一是聚能红色合伙人，描绘朝夕服务“同心圆”。积极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构建党员示范、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帮扶

关爱格局。镇直各单位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发挥示范聚合效应，

引领田蓬石榴籽服务队、木棉花女警队、郎恒女子义警队等多支

志愿服务队主动亮身份、树形象，参与到千万干部下基层、万名

党员联万家、“一老一小”关爱帮扶行动中去，尤其是农村党员、

网格员、妇女代表、乡贤能人充分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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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敲门行动”，与邻里“聊家常”“谈心事”，时刻掌握留

守老人、留守儿童困难及需求，第一时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

真正实现让“一老一小”“认得出人、说得上话、敲得开门、办

得成事”，感受到爱和温暖就在身边。二是健全机制保障，筑牢

朝夕民生“基本盘”。不断健全常态化服务机制，坚持动态管理、

走访慰问机制，依托“部门联动+入户核查+动态管理”，实时掌

握留守儿童人员数量、结构分布、监护照料、救助帮扶等情况，

做好“一人一档”档案管理，确保针对“一老一小”的各项政策

落地不漏一项，应享尽享。坚持部门联动机制，联合派出所、司

法所、综治服务中心等部门建立“一老一小”、妇女权益保护工

作合作机制，实现“一老一小”关爱帮扶信息互通、风险联查、

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的工作合力。今年以来，开展“一老一小”

关心关爱遍访 5200余人次，排查留守儿童 803人，困境儿童 1227

人，特殊困难老人 65 人，按照“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关爱

的原则全部纳入关爱服务行动。三是架好阵地连心桥，共谱朝夕

相伴“幸福曲”。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

少年儿童之家、农家书屋、人大代表联络站（室）等活动阵地，

为“一老一小”群体提供共商共议、共娱共乐、共居共学的平台。

聚焦留守儿童缺乏父母陪伴，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问题，在郎恒

集镇建设爱心小屋 1 个，链接五湖四海的爱心资源，由女子义警

队负责管理，定期整理大家捐赠的衣物，有需要的群众可自取。

“一场多用”，旧资产焕发新活力，盘活郎恒集镇闲置办公资源

将其打造成为法治教育辅导中心，由民警负责管理，采取专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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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分享交流方式筑牢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防线。依托下寨“金

微康养馆”打造健康加油站，引入昆明卫生职业学院针灸推拿专

业创业团队运营管理，免费为老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四是创新

关爱服务模式，彰显朝夕守护“新活力”。推进党建、服务、活

动有机融合，聚焦“一老一小”，探索创新“群众点单、我接单”

服务模式，广泛开展社情民意“大走访”“有事您说话”群众服

务日、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日等活动，精准对接“一老一小”困难

及需求。聚焦“95 中华慈善日”和“99 公益日”，发起关心关

爱“一老一小”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倡议，将田蓬、郎恒两个集

镇大部分商铺吸纳进志愿者队伍，定期组织爱心妈妈、志愿者上

门服务，为“一老一小”免费提供修剪指甲、剪头发、捐赠生活

用品等，打通关爱“最后一米”。（田蓬镇）

编、校：何达旋、农 珊 审签：谭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