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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利益无小事 一枝一叶总关情 

花再鹏 

兴化先贤郑板桥关心民间疾苦，时刻为百姓着想。他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多次被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告诫全体党员干部永葆为民情怀。兴化市在“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民生领域重点项目，积极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大力弘扬“一

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努力实现“坐到群众板凳上、想到群众心坎里、干到群众家门口”。 

常怀爱民之心 

了解基层所盼所需。只有带着深厚感情融入群众，到民生一线与广大群众零距离接触，倾听群众呼声，才能了解群众需求。

只有主动联系群众、热情关心群众，才能了解实情、找准问题。只有迈开“铁脚板”，才能问出“真需求”。实践活动伊始，

全市市乡机关党员干部集中利用 1 个月左右时间，分赴相关挂钩村、社区、企业，开展“值班日走访周服务月”活动，通过深

入开展“助企”“兴村”“惠民”“提效”“善治”五大行动，找准基层和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精准对接发展所

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拓展民意反映渠道。互联网时代，关注网上民声、重视网络民情，成为联系群众、了解民情、关注民生的又一条有效途径。

为群众办实事，领导干部要主动增强网络本领，善于从网上发现群众的“难点”“痛点”，在接地气、同呼吸中问需于民，当

好群众的贴心人。除了沉下去，到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帮助我们发现问题。为此我们开发

上线“我的兴化”民生互动平台，设“你拍我办”“你问我答”等版块，市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反映自己的诉求，平台主管部

门做好交办、督办，每月对各乡镇部门答复、办理民生诉求情况进行通报，目前已回应解答群众诉求 4529条，有效畅通了民意

表达，让群众有事有地儿说、说了有人办，加快了民生实事、难事的解决。 

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建立民意沟通、民意调查等工作机制，通过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事前调研、重大事项群众参与等制度，

让党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符合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在“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一些行之有效、基层普遍欢迎的工

作举措，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使下基层服务成为提升素质的有效途径、推动工作的重要举措。信访局采取“班子

成员+分工科室+跟班接访+挂钩镇街”模式，多措并举促进服务质效提升，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信访问题。妇联推进

“1+N”模式服务妇女儿童公益项目。法院组织一体化便民诉讼服务。效能办开展“到底为什么”“应该怎么办”“问政兴化”

组合式督查，倒逼各项工作落实。 

恪守为民之责 

坚持发展为民，办好民生实事。广大群众希望改善交通、方便出行，希望改善生态环境，希望天更蓝、水更清，等等。我

们要保持肩上有责的行动自觉，把为民情怀转化为生动的民生实践，主动担当发展重任，努力让百姓的期盼成为民生幸福的美

好现实。面对新的形势和群众期盼，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三城四区”、全力打造“兴好有你”民生系列品牌。实施“兴有优

教”“兴有良医”“兴有颐养”“兴有益助”“兴有善治”工程。努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设立公交站台“书香驿站”和

16 个社区图书流通服务点。疫情防控期间，创新文化服务形式，文化场馆闭馆不谢客、服务不打烊，最大程度满足百姓文化需

求。 

突出民生优先，回应群众关切。“我为群众办实事”，办的是实事，是群众最关心的事。要找准民生“短板”和“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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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工作力度，解决群众所需所盼。兴化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二阶段——“百千万”系列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从为民负责的角度出发，确定 100 个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重点解决好群众在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

题，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增强群众的幸福感。结合“五带三星”活动，组建 1042支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服

务活动，打通学习党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集中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务实举措，实施一批直接造福于民的项目

工程，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持续推广老年食堂试点经验，形成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一二四”兴化做法。针对疫

情防控常态化，推出“网络书香·遇见美好”“云图有声”“博看微书屋”等各类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确保人民满意，提供暖心服务。“一枝一叶”就是群众身边的桩桩小事，“总关情”就是“群众身边无小事”。决不能以

民生问题仅仅是家庭或者个人的生活小事而忽视甚至淡漠。群众提出的困难，正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所在，有的甚至是他们生

活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坎”，促成这些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解决，同样是我们的责任。重视民生，尤其要格外关心困难群众

的生产生活，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为民解忧的实事。组织“万件微实事、民生微服务”活动，共收集 10700 件党员民生微实

事。从为群众换灯泡、修水管等微实事、微服务入手，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温暖。昭阳街道为 7 个社区 11 个居民小区 18 个

点位设置公共衣物晾晒区、添置共享便民晾晒衣架。兴东镇东鲍村村民告别了两块石板的简易码头，用上了美观实用安全的新

码头。塔头村搭建公交候车室，解决群众雨雪天气候车难题。南沧社区组织“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活动，帮助老人跨越

“数字鸿沟”，共享信息时代的便利生活，深受“银发一族”的欢迎。 

勤谋富民之策 

聚焦富民发展导向。追求实实在在又好又快的发展，努力为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民生。兴化

各级党员干部把富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让民富成为发展落脚点，通过自己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人社

局采取“互联网+书面审查”的方式，优化劳动保障书面审查流程，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腿。科协开展“讲理想、比

贡献”竞赛、“厂会协作”和“金桥工程”等三项服务，服务企业产学研团队。 

努力推动产业富民。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特色农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树立“互联网”思维，以电子商

务推动产业扩量提质，扩大市场，不断发挥富民效应。巧借信息化手段解民困，善用互联网营销促发展。工信局深入企业开展

“助企行动”，邀请专业机构一同帮助企业进行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诊断，助力企业运用云技术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在农

业“三化”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方面，农技协积极行动，深入实施农业科技专家兴农富民工程，为全市农村科普和农村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突出引领就业创业。就业创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创业是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兴化发出“创业富民补短板、一枝一叶

总关情”的号召，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鼓励群众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进一步加大工作推动力度，不断

加强就业创业的扶持，创新就业创业的服务保障，提供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引领更多的人走上就业创业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