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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是条‘双向道’，既解决了
基地外运难题，又能引来更多游客采
摘。”3月3日，彭州市葛仙山镇熙玉村
绿意盎然生态杨梅基地，负责人王朋
程望着新硬化的1公里产业路高兴地
说道。

乡村振兴，道路先行。熙玉村除
了有远近闻名的千亩梨园，还有成都
第二大生态杨梅基地，种植了4万余棵
杨梅树，盛产小黑碳、东魁杨梅、白杨
梅等，每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

都江堰龙潭湾社区打造民族团结共治中心

种下“石榴籽”开出“幸福花”

春日的都江堰焕发出勃勃生机，3
月3日，记者走进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
龙潭湾社区，民族风情墙绘与古堰文
化交相辉映。作为涵盖多族群的复合
型社区，龙潭湾社区以“堰工情·石榴
籽”民族团结共治中心项目为抓手，通
过党建“穿针引线”，织就一幅多民族
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画卷。

跨域联动：打破边界，让流动

党员“落地生根”

龙潭湾社区位于都江堰市区，与
阿坝州毗邻。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该
社区成为全市少数民族人员流动最为
集中的区域，社区面积约 2.6 平方公
里，现有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等少数
民族人口4758 人，约占社区人口总数
的25%。少数民族聚居在带来多元文
化的同时，也给社区发展治理带来了
挑战。

面对治理难题，龙潭湾社区积极
开展党委跨区域联动，创新“党建共
建”模式，与阿坝州黑水县木苏镇签订
跨区域党建协议。建立流动党员“双
向共管”机制，通过联合开展主题党
日、技能培训等活动，流动党员不仅能
在流入地参与社区治理，还能通过“云
端”平台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针对龙潭湾社区少数民族流动党
员，尤其是来自黑水县木苏镇的流入
党员，社区建立了黑水县木苏镇驻都
江堰流动党员党支部，并由社区党委
与流动党员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交叉兼
职管理，形成流动党员双查找、双阵
地、双向管、双培养、双促进、零距离的

“520”工作机制。在都江堰已经定居4

年的日基木从2023年7月起，担任黑水
县木苏镇驻都江堰流动党员党支部书
记，一年多时间里，他总是定时定点到
木苏镇驻都江堰党群服务中心上班，

“家乡人”的身份不仅拉近了与黑水居
民的距离，更让办事效率直线提升。

平台集成：服务“零距离”，需

求“一站解”

“这里既能学羌绣，还能找心灵驿
站的指导师聊心事。”自从两年前搬来
龙潭湾社区后，藏族居民卓玛就逐渐
融入了这里，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
好，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

走进龙潭湾社区“堰工情·石榴
籽”民族团结共治中心二楼，贯通式打
造的邻里互动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在
这里居民不仅可以参与社区共建议事
会，还能学习书法，参与非遗体验等活
动。为了强化与居民沟通，社区还建
立了“朱妈妈心灵驿站”工作室，邀请
专业心理咨询师长期驻点服务。而设
立于此的木苏镇驻都江堰党群服务中
心，则成为黑水县居民在都江堰快速

办理各类事务的大本营。“如果回黑
水，光是在路上就要花4个多小时，没
想到在这里跑一趟就把事情办好了。”
2024年12月，黑水居民日西在木苏镇
驻都江堰党群服务中心完成了社保卡
的升级，整个流程下来不到半小时。

中午 12 点，记者走进位于共治中
心一楼的“爱有味”社区食堂，宽敞的
大厅早已坐满了用餐居民。据食堂运
营负责人易晓丽介绍，社区食堂每天
中午会准备至少 4 种荤菜，十余种素
菜，菜品均是小碗分装，居民按需取
拿。社区食堂午餐价格为13元每人，
9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只需 8 元，60 岁
及以上人群10元，针对滴滴司机、外卖
员等新就业群体则只需11元。“我是土
生土长的都江堰人，很荣幸能来到龙
潭湾社区经营这家社区食堂，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薄利多销的形式，
让社区更有温度。”易晓丽说道。

据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钟
先平介绍，从2022年起，龙潭湾社区坚
持立足实际，整合资源，创新搭建“1+
2+N”治理平台。“1”是指“堰工情·石
榴籽”民族团结共治中心，即依托龙潭

湾邻里中心800余平方米的空间资源，
打造“一室多用、功能集成”的综合服务
体；“2”是指两个功能性楼层分区，即在
共治中心内，设有二楼服务资源集中的
综合服务分区和一楼生活配套资源集
中、共建共享的生活服务分区；“N”是
指在多个重点领域，整合黑水县木苏
镇、市级相关部门、社会投入等资源，推
动10余个功能集成、服务集成区域落
地，让共治中心成为收集民族诉求、办理
民族事项、服务民族群众的有效平台。

多元共治：治理更有“温度”，

发展更有“力度”

社区治理离不开多元力量的参
与，而龙潭湾这样的融合性社区更是
如此。基于实际情况，龙潭湾社区深
挖“能人资源库”，不断壮大社区治理

“领头羊”，民族团结“带头人”，专业领
域“合伙人”。一方面邀请大学教授、
律师等组建社区讲师团，打造民族团
结实训点，邀请离退休党员干部等组
建调解队和议事队，针对各族群众关
切进行协商、调解；另一方面邀请社区
少数民族离退休干部、文化传承人入
驻，筹建民族曲艺坊、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坊、民族书画坊等；同时，邀请专
业心理咨询师、专业社工机构入驻，常
态化开展培育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
工作。2024 年，“石榴籽”流动党员服
务队协助办理社保、就业等民生事项
1000余件，服务10000余人次。

“少数民族群众积极融入社区治
理，在社区各项事务中主动宣传政策、
协调沟通，不仅促进了各族群众的交
往交流交融，激发了治理主体间的双
向奔赴，也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动
能。‘堰工情·石榴籽’项目的核心，就
是让每个民族都能成为社区发展的

‘合伙人’，从而绘就新时代城乡社区
治理的鲜活样本。”钟先平说道。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俊 社区供图

彭州熙玉村
一路畅通托起“梅”好产业 勾勒乡村振兴新“途”景

摘。绿意盎然生态杨梅基地2000年就
扎根熙玉村。不过，近年来糟糕的道
路条件对产业发展壮大形成了掣肘，

杨梅成熟的季节正值雨季，道路泥泞
不堪，游客只能望“路”兴叹。

去年9月以来，葛仙山镇深入实施
“立园满园”行动，扎实开展“进解优
促”，进是方式、重点在解、优是途径、
促是目的，成立三个经济工作专班，与
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心贴心了解
需求困难。随后多方探索解决方法，
去年 12 月底筹得资金，开始维修道
路。历时三个月，终于在今年2月底顺
利完工。整条道路长 1000 米、宽 3.5

米，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交通便利，也为
周边村民提供了更好的出行条件，同
时方便游客进园采摘。

搞活产业，串起美景，新修道路不
仅有助于带来人气，也将进一步推动
当地“甜蜜”产业的发展。“以前这条路
没修好的时候，运东西不方便，现在可
以随时运出去，方便多了。路通了，好
日子也来了。”熙玉村村民刘应刚表
示。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供图 陈玥

社区共建议事会。

乡村振兴，道路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