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丽萍 文/摄

教职工当起“行李管家”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韩洁

“便民卡”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特写】09新闻2022年 7月 1日·星期五│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宋庄镇将服务送到艺术家心坎儿上

打造党建品牌 让艺术区党建工作更有温度

解决艺术家的“心头事”

家住宋庄小堡村的何永兴，
是宋庄新联会首个拿到正高级美
术师职称的艺术家 。 取得职称
后， 他的职业生涯获得了巨大发
展， 画作价值也很快提升。 “自
由职业艺术家在过去是不能评职
称的。” 宋庄新联会会长杨波说。
在宋庄新联会的努力下， 市政协
委员建言资政， 统战、 人社、 文
旅等多部门共同推动， 最终确定
了宋庄新联会可作为美术领域职
称评定人选推荐单位， 从而破解
了自由职业艺术家参加职称评定
的难题。 目前， 已有32位艺术家
顺利通过评审。

困扰艺术家发展的还有子女
就学问题。 每年4月， 都是艺术
家党支部副书记李倩最忙碌的时

节。 收录艺术家身份证明材料、
采集适龄家庭就学材料包、 驱车
十余里配合线上视频审核， 李倩
成了解决宋庄艺术家子女就学问
题的 “先锋”。

据了解 ， 宋庄镇党委早在
2014年便为属地艺术家争取教育
资源， 即符合政策要求的艺术家
适龄子女可申请在京就近入学。
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 这项
“福利” 得以延续， 更成为艺术
区党委每年4到6月的重点工作之
一。 近五年来， 这里已为近300
位适龄儿童打通了入学路径 。
“让宋庄的自由职业艺术家们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宋庄艺
术区党委书记秦雪汉说。

“有事就找党组织”

“企业想要成立党支部， 请

问该怎么申请？” “最新政策我
们企业员工不是很了解， 能帮忙
讲解一下吗？” 近日， 位于小堡
北塘艺术区的北京佑 康 中 医 文
化传承基金会前来咨询如何成
立党支部 。 近年来 ， 宋庄 镇 党
委 充 分 发 挥 企 业 党 建 指 导 作
用， 解决了许多企业需要协调、
搭桥和引导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
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 ， 党支部成为 “两
新” 组织发展的助推器、 依法经
营的 “定心丸” 和维护职工权益
的主心骨。

在宋庄， 以小堡村为中心，
分布着200多间直播间。 秉承打
造 “中国文化硅谷” 的定位和副
中心大文旅建设上的关键节点，
直播间作为新业态， 扎堆入驻宋
庄， 为小镇注入活力。 艺术区党
委顺势而为， 上门问需， 帮助解

决了移动网络信号不稳定等问
题， 并协调相关部门给予文化文
创企业营业执照办理政策支持，
让大家对 “有事就找党组织” 留
下了深刻印象。 “关键时刻亮身
份， 关键问题想办法， 使广大艺
术家群体、 自由职业者紧紧围绕
在镇党委周围， 党在艺术领域的
核心领导作用也在不断增强 。”
宋庄镇党委委员、 组织委员陈洁
说。

留住艺术资源

艺术是宋庄最大的资源， 在
拆改腾退提升小镇承载力的过程
中， 如何防止艺术资源流失是绕
不开的课题。

在宋庄艺术区众多博物馆
中， 有体育藏品3万余件的北京
万国体育博物馆尚未正式露面就

因展示空间问题面临再次搬迁。
艺术区党委通过场馆联合会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 积极协调选址、
研究政策， 为首都留住了博物馆
资源。

在全市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背
景下， 宋庄大面积原有工业大院
厂房腾退， 由于历史原因， 一些
没有产权的建筑也面临拆迁， 依
赖这些创作环境的艺术家们急需
重找落脚之地。 宋庄镇党委积极
查找梳理房源信息用于过渡性安
置， 目前已取得意向性进展。 宋
庄镇党委书记任存高说： “真真
切切地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才能留住这些艺术资源 。 ” 同
时 ， 宋庄镇党委还在积极研究
市区两级政策、 福利， 扶持、 打
造一批品牌艺术机构， 擦亮艺术
区党建品牌， 推动艺术区走上快
速有序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

“同学， 你的被子和衣物我
帮你装到一个大箱子了。” “谢
谢老师！ 我有几本专业书做了详
细笔记， 麻烦您寄给我， 还有一
些从图书馆借的书， 也请帮我归
还。” 这段隔着手机屏幕的视频
对话， 发生在北京农学院的学生
宿舍里， 学校的教工志愿者正一
边与毕业生视频连线， 一边帮学
生打包行李。

疫情无情， 北农有爱。 为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的毕业生离校服
务工作， 北京农学院近日为因疫
情不能返校的2022届毕业生开展
行李 “一条龙” 服务， 为每位同
学一对一匹配 “行李管家”， 从
行李打包、 搬运到邮寄到家提供
全程暖心服务。

学校领导班子将毕业生行李
打包、托运作为“大事”专题研究、
专题推进，发动在校师生组建“行
李打包”志愿服务队，各二级学院
研究制定详细方案， 建立毕业生
行李邮寄台账、及时召集志愿者、
匹配一对一“行李管家”。

在行李打包过程中， 师生志
愿者与每名毕业生全程视频连
线、 实时沟通， 与毕业生确认每
一件物品的归属与取舍， 保证每
一件物品都不落下， 每一件贵重
物品 、 易碎物品都得到妥善处
理。 物品整理好后， 志愿者们再
封箱、 编号、 码放整齐， 并拍照
告知毕业生具体的包裹数量。

行李打包好了， 如何安全快
速地搬运？ 学校后勤基建处专门
成立志愿服务队， 帮助搬运毕业
生行李 。 教职工们放弃休息时
间， 积极踊跃报名， 一周的时间
先后有122人加入。 学校还专门
申请购置小吊车， 并开展操作培
训， 为毕业生搬运较重的大件行

李，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校办产业处联合各部门全力

保障好毕业生行李归家的最后一
站———行李寄送， 为毕业生打造
贴心 “毕业寄”， 严选快递服务
公司。 多个部门研究讨论， 实际
踩点， 确立了行李寄送区， 确立
3米以上安全防控距离， 让校内
人员和校外打包人员能够在无接
触的情况下安全便捷地将行李运
送到校外。

一位参与行李打包的教师志
愿者说： “学生们毕业了， 我心
里真舍不得， 就像为自家孩子整
理行装一样为他们打包行李， 也
把我们的关爱和祝福送给学生。”

“谢谢老师 ， 辛苦您了 ！”
看着屏幕那端的老师和同学细心
地为自己整理物品、 装箱打包，
得知学校不同岗位上的教职工为
自己的行李忙碌， 毕业生们不断
表达着感谢， “因为疫情我们无
法返校， 但学校想大家之所想，
急大家之所急， 让我更加对学校
依依不舍， 感谢老师和师兄师姐
让毕业的日子分外温暖！”

“这个便民卡上留了电话，
有座机 ， 还有镇领导和包村干
部的手机 ， 有事我们马上就能
找到联系人 。” 延庆区张山营
镇前黑龙庙村村民王秀梅说。

连日来 ， 一张张精心制作
的 “便民服务热线联系卡 ” 发
放到张山营镇域内的村民手中，
上边详细写着包村干部的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还有重点工
作联系人等 ， 这是张山营镇持
续推进 “接诉即办 ” 改革的最
新举措。

此前 ， 下板泉村群众通过

“便民服务热线联系卡” 联系城
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 反映下付
路路面破损问题 。 接到群众诉
求后 ， 办公室工作人员立即赶
赴现场核实情况 ， 迅速对来电
人反映的4处约150平方米破损
路面进行了修补。

据了解 ， 张山营镇 “便民
热线联系卡 ” 上公布了建房审
批 、 危房改造 、 土地确权等与
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18个领域
的部门热线以及各村管水员 、
林管员等 “十大员” 手机号码。
截至目前已发放1.1万余张， 覆

盖32个村 。 群众咨询的政策类
问题第一时间可得到答复 ， 或
核实情况后回电答复 ； 如遇涉
及直接影响群众生活的水电气
热等问题 ， 工作人员将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快速办理 ； 群众反
映的突发事件 ， 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进行救援处置。

此外， 根据各村实际情况，
镇政府还公布了12位包片领导、
32个包村组长、 7位包片民警以
及32个村169名村 “两委” 干部
的手机号码 ， 领导干部接到群
众诉求立即响应。

什 么 是 “一 片 一 册 一 通
报”？ 这要从怀柔镇滨河馨居社
区环境卫生负责人徐艳丹一天
的工作开始说起。

早上不到7:00， 当环卫公司
垃圾收运车来到滨河馨居社区
时， 徐艳丹已经守候在垃圾桶
站旁 ， 开启一天的环保工作 。
“我们社区一共有居民1058户 ，
4个桶站。 每天早上协助做完垃
圾清理运输后 ， 我就在社区内
开展环境巡查检查。” 徐艳丹介
绍， “我主要负责对重点道路
和一些容易脏乱的卫生死角进
行检查 ， 整个社区环境由我们
的镇村两级巡查队伍对照统一

标准进行督查 ， 督查中发现哪
儿脏了会立即进行整改 ， 并进
行通报评比。”

一个工作流程下来 ， 可以
说是对 “一片一册一通报 ” 机
制最好的体现展示。

“一片 ” 指环境办 、 环境
巡查队及村干部实行包片制 ，
每周对包片村的人居环境 、 垃
圾分类 、 公厕管理 、 建筑渣土
等进行巡视 ， 建立动态台账 ，
限期整改 、 复查 ； “一册 ” 指
根据 《环境卫生查什么 》 工作
手册制作检查流程路线图 ， 按
照手册内各项检查内容、 标准，
逐点 、 逐项检查 ， 确保全面细

致 ， 不留漏洞 ； “一通报 ” 指
每月采取考核通报制 ， 每月召
开环境负责人工作点评通报会，
通报考核结果， 点评各村工作、
查漏补缺， 部署下一周工作。

今 年 以 来 ， 怀 柔 镇 围 绕
“一片一册一通报” 机制， 抓关
键点 、 抓切入点 ， 逐项破解 ，
使干有标准 、 抓有载体 、 检有
标尺 、 罚有依据 ， 实现了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
经统计 ， 今年上半年 ， 共发动
干部群众12000余人次， 出动车
辆 500余车次 ， 清理卫生死角
5000余处 ， 清除堆物堆料2000
余处。

在通州区宋庄镇， 5000家艺术家工作室、 35个3000平方米以上艺术场馆、 7000多位艺术家正将这里打
造成享誉世界的艺术创意小镇。 为了切实解决艺术家诉求， 擦亮宋庄镇的 “艺术名片”， 2017年， 宋庄镇
党委下设艺术区党委， 在新联会、 艺术促进会、 场馆联合会和艺术服务业联合会4个社会组织先后成立了4
个党支部， 党建引领， 把服务送到艺术家心坎儿上。 随着时间推移，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党建工作使这个艺
术小镇焕发出了新活力。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洋

怀柔镇人居环境整治“巧思”实干
上半年清理卫生死角5000余处

北京农学院为毕业生打造贴心“毕业寄”张山营镇18个领域热线“一卡全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