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巡查中解决实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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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我到扬州邗江区方巷镇工作。今年 4月份开始，扬州在全市推行市、县、乡“三级联动”城

乡日常巡查管理机制，要求各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轮流当班、轮流主事，当日值班、当日管家。

半年实践下来，拉近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解决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巡查中摸清家底

方巷是扬州北郊最大的乡镇，由原黄珏、方巷两镇合并而成，镇域陆地面积 72.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64平方公里，辖 18个行政村、2个社区，总人口约 5.2万人，镇内大小纳税企业约 500家。这么大的“家

当”，对我这个“新方巷人”来说，要想摸清“锅灶”，按照以往工作模式，没有个几年时间根本做不到。

如何尽快摸清“家底”，进入角色、开展工作、服务群众？巡查机制给了我快速通道。利用每月 3 次

的值班巡查机会，半年时间我先后走访 20个村（社区）、380个村民小组、34家列统企业，看了很多，听

了很多，谈了很多，感触也很多。我了解到，方巷有 13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低于 70 万元的邗江区定欠发

达村标准，占全区欠发达村总数的三分之二。帮助它们在年底前实现增收致富、脱贫转化，成为我迫切需

要完成的最大课题。

镇里最薄弱的珠玉村 2018年集体经营性收入仅 24.74万元，三里桥村也就 30 多万元，这些收入主要

来源于微薄的资产出租、资源发包收益。两个村集体增收渠道狭窄，收支难以平衡。针对珠玉村底子过薄

的情况，镇里帮助其建成 2000 平方米光伏电站，新建 2000 平方米左右集镇安置区三产用房，成立河塘清

淤、环境管护专业合作社承接项目，量化镇级资产庙湾河水产养殖收益，有效增加了其集体经营性服务性

收入。

三里桥村账上有一些闲置资金，收点利息，效益很低。怎么为他们“开药方”？我与村干部共同梳理

以前对外发包资产资源，对合同未到期、收益低的，对接承租方适当提高租金标准。对租期已到和即将到

期的，提前落实承接项目，重新进入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招租。除此之外，投入 80 万元购置 1000 平方

米厂房，帮助引进了环保效益高的项目落户，有效变资本为资产，变利息收入为租金收入，实现村集体收

入保值增值。

通过巡查，我有了更多机会深入基层，了解实情，摸清家底。既拉近了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拓宽了

因地制宜谋发展的思路，更提高了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的水平。

第一时间“排地雷”

巡查走访是手段，及时发现安全、平安、和谐方面的隐患，并第一时间整改落实是关键。

鞋帽服装是方巷传统特色产业之一，消防安全理应慎之又慎。但在首次巡查从事外贸出口的一家工艺

品公司时，我发现车间部分消火栓不达标，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及时按规定设置，当场提醒其整改。哪知

企业负责人未曾放在心上，几天后被区消防大队检查发现，在市消防大队“挂上了号”。了解到情况后，



我安排相关部门限时督办整改，同时举一反三，对类似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不久，该公司消防隐患

问题迅速整治到位、彻底销号，企业负责人充分吸取教训，从反面教材成了抓好消防安全的正面典型。

教育一直是党委、政府关心关注的民生大事。今年 9 月份，我巡查了刚启动实施的方巷中学风雨操场

项目，学校负责人介绍了工程建设情况，也反映了一个听似简单但又复杂的事情。原来，学校门口有个“伤

人电线杆”，前几年因路肩硬化，竖在了路中间，杆上缠绕着密密麻麻的电线，搞不清是什么线路，没人

敢擅自乱动。天黑之后不时有人撞到或被绊倒，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孩子安全无小事，我立刻联系城建

条线负责人，安排供电、电信等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会办，不许它再“守株待兔”。不到三天，电线杆

被及时迁移。

巡查也是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风险隐患大排查、矛盾纠纷大筛查，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调度处置，

既做到了防患未然消除风险，更有效杜绝了问题积小成大的不良后果。

现场办公解难题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联合安邦是方巷老牌的化工企业，也是当地纳税大户，但因为工艺落

后、设备陈旧、排放污染，在 2017 年就被列入邗江政策性关停序列，要求 2018 年全面关停。然而，在今

年省生态环境厅扬州专员办“回头看”后，整改不力让方巷污染防治很“尴尬”。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

群众的学生。我开始对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走访，了解到各方想法。固定资产折旧费、人员清退费、拆除

方案……我和大家一笔一笔算，一项一项过。企业关停的资金未到位，企业主不肯停工，群众的地多年被

企业征用，关停后费用怎么算？我召集相关人员一次一次议，一个一个谈，搭建工作组开了数场协调会。

对百姓动之以情讲大局，对企业晓之以理劝其落实主体责任。功夫不负有心人。久拖两年的关停工作仅用

了五个月，就完成职工分流安置、评估报告和方案编制、矛盾化解、危废处置、生产设施拆除等工作，正

式进入全面关停验收“倒计时”。

农业大镇一直是方巷的“标签”。全镇现有耕地 5 万多亩，承担着邗江区 30%的耕地红线保护任务。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加快，以及现代农业、规模农业的发展，废旧农膜处置成了一个大问题，留在地里

既破坏土壤环境，也影响农作物发芽、吸收水分生长。

不要让地膜成为“地魔”，还农户一片净土，是种植户的心声，也是党委、政府的职责。在今年省市

区统一部署要求下，我带领农业农村条线走访调研，在扬州率先建立废旧农膜回收制度。依托上级补助，

建立集中回收站，由镇统一买单，一举解决农膜“出路”问题。种植大户老杨的 10亩西瓜地，每年产生约

900多斤废旧地膜，如今拉到回收站能卖 2000多元。对此，他还编了个顺口溜，“党委政府政策好，废旧

农膜无处跑，如今集中统一收，地里作物长势好”。当前，全镇 30 多个瓜果种植户 300 多亩地使用农膜，

回收率达到 7成，近 2个月已回收 1.2万斤。

通过巡查，我实地查看、准确了解到镇村第一手情况，促进现场会办、高效解决问题，避免了工作层

层汇报、要求层层失真、责任层层弱化的状况。

在巡查中了解民意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经常性地进村入企、访民问计、巡查走访，让我不

仅看到了实情、听到了真话，发现了问题和短板，也为思考探索、推动工作落地落细落实，提供了很大帮

助。



走访中，不少集镇居民反映饭后没处待、锻炼没处去，十分羡慕扬州市区打造了那么多的公园。镇人

大代表也多次提出打造镇级居民休闲广场的建议。对此，我走访了好几个地方，听取了多方意见，最终选

中了集镇紧邻房地产开发小区的一块“黄金地块”。

说了定，定了干。自今年 5 月开始，从规划设计、申报、编标、招标、开工到资金落实，工程得以快

速推进。新建的方巷居民休闲广场占地 2800平方米，配备了健身器材、篮球场、乒乓球台、儿童游乐设施

等，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这将是送给广大居民的一份新年贺礼。

如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在巡查走访中，我认识到必须坚持软硬件一起抓。为此，镇里要

求建强用好 18 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不断丰富党建阵地综合服务功能。今年重点对建筑面积小于 400 平

方米标准的兴湾村、陈花村、钱冲村、方巷村 4家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新改扩建，总投入近 1000万元。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必须把群众关心、关切、期盼的“小事”做好做实。值

班巡查走访的点点滴滴，让我深切地感到，保持初心、践行初心，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勤拂拭、常锤炼，

方能永远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