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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走访”金钥匙开启梅村街道发展新动能 

章晓明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自“连心富民、联企强街”大走访活动开展以来，直面问题，不走形式，扑下身子真走实访，聚焦

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和困扰，着力解决企业“爬坡过坎”过程当中的难点和痛点，以暖民心、解民困、纳民意为重点，全员访、

逐户访、上门访、问计访、回头访，在大走访过程中汲取大智慧，汇聚大力量，推动大发展。 

一、大走访与经济：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开发时间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走在前列，作为经济支柱的工业园区有着上千家企业。“大走访”

开展以来，街道逐家走访调研了所有企业，从收集的问题来看，集中反映在园区公共设施老旧、基础功能弱化和企业拓展升级

受限上。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梅村街道先从完善配套设施，做优环境下手，制定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对园区进行“亮化、绿化、

美化”，展开了道路保洁、绿化养护、路灯亮化、垃圾清运等工作。为了完善园区道路网结构和布局，下大力打通了断头路，

拓宽了瓶颈路，修复了颠簸路，园区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解决企业发展受限的问题，街道统筹园区场地资源，进行协调优化。上市企业浙江金龙控股集团，于 2014年收购了园

区内的博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考虑到梅村有着交通便利、工业聚集、地处长三角等区位优势，金龙控股计划立足园区打造一

个区域性总部；但由于园区场地资源稀缺，企业饱和，始终未能如愿。街道为了帮助解决难题，统筹园区资源，先后制订十几

套方案，总部大楼建在哪里、工厂土地如何规划、技术人员怎么招聘、管理和研发人才怎样安家等问题，一一予以解决，保证

了金龙机电股份总部及微特电机产品研发生产总部项目顺利落户。 

近年来梅村街道相继引进保利协鑫蓝天燃机、博一光电手机显示屏、儒兴科技太阳能新材料、安博现代服务业产业园、TCL

华东营销总部、普洛斯物流园、马克托合金材料基地等一批重大内外资项目，实现了园区持续增创新动能。2017 年上半年，在

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街道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 15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36.6亿元，主要指

标实现“双过半”，街道经济复苏向好的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大走访与文化：打响特色小镇“文化牌” 

梅村经济发展固然优势明显，但仍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转型的阵痛，“如何转？转向哪？”不仅拷问着政府，更牵动着群

众，文化小镇就是大走访中百姓期盼的梅村出路。 

“名家、名曲，这些都是无锡文化的符号，有着鲜明的无锡特质，谁也争不了、拿不走。”无锡籍著名二胡演奏家邓建栋

曾这样说过。文化特色小镇建设事关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街道要求全体走访人员注重在走访中宣传，重点向企业和群众介

绍规划理念，征集意见、建议。如今，梅村正紧紧抓住全国培育 1000个特色小镇的历史机遇，激活深厚的历史底蕴、独有的民

俗文化和丰富的田园生态资源，集中打造极富江南韵味、水乡风情、吴地特色的文化休闲旅游目的地和特色文化创意产业集聚

地。 

街道充分利用大走访的良好契机，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在与企业座谈时，街道向企业展望了通过土地再开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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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有效释放用地空间，开发文化旅游，构建“文化+生态+产业”型的特色小镇的美好愿景。从低调制琴，到打造二胡文化

园，再到建设特色小镇，梅村二胡正式迎来 3.0 升级版本；摆脱家庭式作坊为主的生产经营方式，借力同业协同创新、市场化

运作的小镇空间，让高雅的民乐文化普惠无锡百姓，进一步彰显无锡城市旅游品牌。所有梅村的二胡企业都非常支持二胡产业

园的规划，政府也将通过集聚效应帮助他们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寻求更好的发展前景，与企业和群众共同打响梅村文化小镇

的品牌。 

文化小镇既要有经济效益以惠民，也要有先进文化以悦民。结合大走访中居民群众对文化场地、文化设施、文化内容的新

需求，街道大力营造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浓厚氛围，重点围绕弘扬吴地文化、展示现代精神、体现优良风尚等主题，通

过完善文化设施建设、加强文化队伍建设、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全面形成广大群众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文化形态，

不断提升着梅村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让梅村优化发展的过程，成为梅村人民创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 

三、大走访与社会治理：打好社区整治“持久战” 

深入基层，才能读懂百姓、读懂民情。摸透基层，才能把住政策之脉、回应民生关切。梅村街道全体党员干部持之以恒传

承“走基层”的优良传统，实地察看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情况，对群众、企业关注和反映的热点话题当面听、当面问、当面答，

紧密上下通联，加快问题解决，努力将“大走访”活动落到实处。 

民生连着民心，群众的事永远是最大的事。梅村街道城镇化早，安居社区已成为基层的主体，由于长期治理不合理，安居

社区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小区居民心中的痛点，梅荆花苑是梅村最早建成的拆迁安居房小区，居民因前后拆迁政策间的较大差

异而普遍存有不满与怨气，十几年来社区问题尤其是小部分居民乱种植、乱堆放、乱停车、乱搭建等问题愈演愈烈，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和社区形象。但由于一部分居民联合抵触、考虑到维稳大局的需要、处理的方式方法欠妥等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根治。

街道主要领导下定决心、一线指挥、定人定责、定时问效、发动群众、力排阻力，历时半年，完成了乱种植清理行动、绿化补

植行动、乱堆放清理行动、大型社会车辆清理及“僵尸车”清除行动、乱搭建及违章建筑拆除行动、楼道及自行车车库通道垃

圾杂物整治行动等一系列“攻坚克难行动”，社区环境问题基本得到整治。 

谋一时更要谋一世。走访中，有不少居民反映社区绿化整治后出现了“反弹”现象，建议街道形成有效的管理措施，真正

还绿予民。当时，参加座谈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提出由绿化公司制定方案，与社区联动，并发挥居民骨干作用，进行分片保管。

在一个月后的回访中，走访人员通过实地勘察发现经过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破坏绿化等不文明行为得到了改善，整个小区

环境看起来更清爽、更利落了。政府的作为，换来了小区群众的点赞和安居和谐，自身整体形象也显著改善，公信力大大提升。 

四、大走访与基层党建：打好基层党建“特色牌” 

坚持带题走访，收集基层党员对党建活动方面的意见建议。针对基层党员反映的问题，如学习形式单一、党员活动吸引力

不够覆盖面不广等，梅村街道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开展了“德心梅里”党建主题活动，把走

访中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党建文化活动和党群社会化项目相结合，通过大走访进一

步破解基层工作难题。 

香梅一社区用“说事墙+回音壁”架起了“连心桥”。设立“说事墙”是为了畅通居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将大走访中群众反

映的问题公布上墙；“回音壁”则是针对这些问题及时张贴处理意见或进展情况。通过这种互动方式，确保了事事得落实、件

件有回音，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责任进一步夯实。社区干部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聚焦了民意，激发起动力，提

升了党员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群众服务工作的能力。泰伯三社区则依托“党建+社工+X”提升党建社会化水平。其中“党建+社工+

暖心项目”，承接社区服务职能。结合大走访，社区党支部把党建工作、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相结合，围绕助老、

助残、助困、助学、助医等方面设计服务项目，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温暖与帮扶。“党建+社工+共建企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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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工作覆盖。社区与梅村商会、宝通带业、古月琴坊等 9 个企事业单位达成了共建合作，开展党员互学、活动互动，不仅提

高了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在社区的活跃性和参与度，更促使社区实现党群一体化。“党建+社工+党员义工”，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社区党支部将 144 名党员按特长分类，组建法律咨询、民事调解等多支“服务民生工作队”，以专业运作模式开展党员轮值、

环境巡视、健康义诊等活动，实现了党组织服务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