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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乡村振兴重大工程，威海市总工会突出小镇特色

抓好涉农组织，将工会组织建设“触角”深入乡村

“有了‘娘家’，心就有了归属”

威海市总工会实打实缓解职工医疗负担

本报威海4月26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当
选为工会主席很激动，我们这批

‘新职工’在威海算是有了娘家，
有了娘家人的关爱与支持，更能
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
中。”3月11日，通过正常选举程
序，从北京来到威海市文登区大
水泊镇的李林博士当选为文登区
耕读小镇联合工会主席，包括他
在内的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高层次人才成为联合工会会员。

为充分汇聚工会力量助力乡
村振兴，今年以来，威海市总工会
结合区域特色，探索镇域工会助
力乡村振兴新模式，其中，文登区
大水泊镇就是工会组织“用心留
人”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体现。

“有了组织，我们更有‘归属
感’，依托工会的资源与平台，我
们的乡村振兴工作将大有作为。”
威海设计谷创始人、清华大学建
筑学博士李久太信心满满。

据了解，文登区耕读小镇联
合工会下辖7个分会，将分散在各
村的专家人才都纳入到工会组织
中来，并按照“会、站、家”一体化
思路，把建会和建家统一起来，为
会员们打造了职工书屋，建设了
职工活动中心。有了温馨“家园”，
享受到“娘家人”的贴心服务，“新
职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进一步

提升，干事创业热情更加高涨。
如今，大水泊镇汇集各类高

层次人才100余名，有近三分之一
的人才已经选择扎根大水泊，相
继建成了乡村振兴学院、清华大
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等，并且带动
了威海设计谷、威海紫光实验学
校、金芝源田园综合体等一批项
目在大水泊落地。同时，大水泊镇

“以才引资”吸引社会资本2亿多
元，改建流转农村房屋400多栋，
打造了“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歌
舞影媒”等近20个特色村，成为工
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

为加大工会在乡镇层面的组
织覆盖，威海市总工会不仅突出
特色小镇工会建设，还注重推进
镇域范围内的涉农组织工会建
设：

文登区总工会适应新兴农
业 产 业 要 求 ，相 继 成 立 了 威 海
御 龙 旗 西 洋 参 专 业 合 作 社 工
会 、威 海 鼎 欣 果 蔬 专 业 合 作 社
工会；

荣成市总工会在俚岛镇成立
了养殖行业工会联合会，将镇域
内鲍鱼、海带等海上养殖独立工
会组织全部纳入工会联合会；

乳山市总工会注重发挥农业
劳模的示范引领作用，重点加强
醉美小镇、伯瑞蓝莓的工会阵地
建设，对现有职工之家上档升级；

临港区总工会成立了农林水
产业工会，涵盖了辖区内35家企
业及新型经济组织，现有农民工
会员1000余人。

…………

目前，威海全市共组建涉农
工会组织141家，吸纳农民工会员
5625人。同时，依据行业特色和职
工需求，适时开展了技能培训、就
业创业、互助帮扶、权益保障等活

动，工会组织在助力镇域经济中
心、服务中心、治理中心建设中作
用凸显，为威海的乡村振兴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报威海4月26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4月
19日，威海市总工会第十二期工
会会员爱心互助补充医疗保险
工程参保工作圆满结束，全市共
有4 5 9 9家单位，5 1 4 4 6 5人次参
保，较去年增加20076人次，共筹
集互助金1955万元。

今年的工会会员爱心互助
保障工程参保工作自3月5日正
式启动，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
威海市总工会综合服务中心通
过视频会议、屏幕共享的形式对
本期互助保障工程的调整变化
进行了线上解读，并对以往参保
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进行了

线上答疑，2 1 3家基层单位参与
了现场连线，取得了良好效果。

此外，威海市总综合服务中
心还对参保流程进行了优化，采
取线上参保的方式，使基层参保
更便捷。并探索开发互助保险理
赔结算系统，进行线上理赔，实现
职工理赔“零材料”、“零跑腿”，

“一次办好”。
为提升社会知晓率，威海各

级工会还采用线上会议、微信公
众号、抖音小视频等新媒体手段
与传统宣传手段相结合的方式
对互助保障工程进行广泛宣传，
提高了职工的参保积极性。

据统计，威海工会会员爱心

互助保障工程实施十一年来，全
市累计参保3 3 8万人次，筹集互
助金1 . 73亿元，已经发放互助金
1 . 67亿元，13万人次职工从中受
益，极大缓解了职工的医疗负
担，成为工会组织实施的职工参
与面最广、受益最多的民心工
程。

乳山城区街道方便群众办事

变“等事上门”为“上门找事”
“感谢你们的上门服务，太方便了。”乳

山市城区街道黄山社区居民孙女士高兴地
说。孙女士的父亲瘫痪多年，因为行动不便，
一直没有办理残疾证。城区街道干部走访了
解到群众意愿后，帮助联系相关部门，了解
到残联每年都会开展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提供上门评残服务，孙女士一家都很感谢这
项贴心服务。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乳山
市城区街道办事处通过服务措施的细化和
加强，坚持难有人帮、困有人助、事有人管，
让群众真正享受到看得见、摸的着的便利。
针对社区、村庄瘫痪在床或者卧病在床、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城区街道转变作风，从以
前的坐等服务到现在的主动上门服务，通过
村干部入户核实信息，帮助出具相关证明，
转办相关职能部门，及时为需要的群众开展
手续办理等服务。“要以回应群众关切、解决
群众问题为突破口，不断完善群众反映问题
解决处理机制，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只有
这样才能效赢得群众认可。”城区街道相关
负责人说。

一床棉被、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在
城区街道宅口村，每晚都有村干部值夜班，
当天值班干部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也放在村
委的显眼处，一旦有事发生，老百姓只要拨

个电话或敲下值班室门窗，马上会有干部出
来接待。每晚的值班情况，记录本都有迹可
查：“值班干部晚间走访入户，发放‘两委’换
届材料，向村民宣传换届选举的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程序步骤、注意事项”……

从“走读”到“住夜”，改变的不仅是工作
习惯，更是党员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党员干部们运用“一线”工作法服务民生，经
常深入群众家中，了解关心群众困难，把征
求到的民生问题、群众意见写进民情日记，
将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对能解决的问题立即
解决，对复杂的问题逐级上报，并对办理过
程和结果进行登记。班子成员坚持每月一次
深入一线，进门入户，对各社区的党建工作、
环境卫生、社区服务等重点工作现场查看和
点评，重点倾听群众呼声，真正做到“情况在
一线了解、典型在一线发现、问题在一线解
决、难点在一线突破”。

此外，城区街道将机关干部和村(社区)
干部分片分组走访实行辖区全覆盖包联，变
被动受理为主动排查，深入基层一线，以问
题为导向，着力发现和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同时，建立民情日志、民意民声登记台
账、问题协调解决台账，进一步拓宽群众反
映问题、提出建议的渠道。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登记、调查、核

实，把收集到的问题进行细化分解，拟定方
案，明确措施、人员、办结时限，做到一个问
题，一个方案，一班人员，真正做到有效解决
问题。“以前是农民上山、干部上班；农民下

山，干部下班。现在机关不再唱‘空城计’啦，
有事直接就能找到人当面说。”宅口村村民
钟大叔感叹，“方便我们办事，干部不一样
了！” (宋潇颖 王丽)

党员干部经常深入群众家中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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