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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社区里的“新”社工
潞州区

用好红色资源 打造好太行精神传承品牌
本报记者 朱海云 见习记者 原庞博

秋分时节，万物丰收。
在这个硕果累累的时节，来自全国

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壮丽的太行山脚
下，共赴一场思想与文化盛宴——9月
21日至22日，“弘扬太行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理论研讨会在山西太行干部学
院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山西太行干部学院
主办，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指导。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组原组
长、研究员岳思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二级巡视员、研究员王树林，全国
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组部全国组
织干部学院原副院长张新刚等来自全
国30多所高校和机构、近百名专家学
者出席会议。

理论是指引前进的“灯塔”。
五大主旨发言、九名代表交流发

言、两组分组讨论、各组召集人汇报
研讨、发布专项研究课题……依托太
行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本次理论研
讨会旨在进一步提升太行精神研究水
平，打造好太行精神传承品牌，努力
为弘扬太行精神探索新路径。

“太行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
丰碑，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鲜明具
体的‘坐标’，有着永恒的时代价值。”
在大会的开幕仪式上，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
院长、研究员赵文江表示。他认为，大
力弘扬太行精神，要提升太行精神研究
水平。要联合国内相关高校和专业研
究机构，整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
领域相关研究力量，成立高规格的“太
行精神研究中心”，推出一批标志性的
研究成果。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合
作，从多角度全面理解和诠释太行精
神。同时“大力弘扬太行精神，要加强
太行老区革命文物保护。”

“要对太行老区的红色遗址遗迹、
纪念设施及文物藏品进行详细调查，建
设革命文物大数据库，实施革命旧址维
修保护行动计划和馆藏文物保护修复
计划，守护革命遗址遗迹的‘红色根
脉’，让红色基因有址可寻、有物可
看。”赵文江说。

红色江山，热血铸就；精神基因，代
代相传。

活化利用，是研讨会上的一个高频

热词。在主旨发言环节中，各位专家学
者围绕太行精神形成的重要地理环境、
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弘扬伟大太行精
神的历史思考、深化太行精神教育培
训、太行精神的内涵要义等进行了精彩
发言……

3个多小时的理论研讨转瞬即逝。
与会期间，现场嘉宾时而静心聆

听、时而提笔疾书，时而专心翻阅现场
材料、时而望向发言者凝眉沉思。会
后，参会嘉宾依旧相互交流探讨，一起
感悟着、思索着、领会着……

21日下午，山西太行干部学院、山
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第二批太行精神
专项研究课题。两个分论坛在会场同
步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太行精神及
其时代价值”“太行精神赋能干部教育
培训”等主题开展分组讨论，大家碰撞
思想、交流观点，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思
想理论盛宴……

“红日照遍了东方……我们在太行
山上……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
在哪里灭亡……”当这雄浑的《在太行
山上》再次响起时，所有人已被其激昂

的旋律和精神折服。
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

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
争、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是国家和民族
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领
导太行儿女展现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
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勇于牺牲、乐
于奉献的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精
神的积淀和延续。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深化太
行精神理论研究，对推动太行精神优秀学
术成果转化，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效能，与
时俱进弘扬太行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到实践，从创新性到制度
化，从探索到完善……长治作为太行精
神的主要孕育地之一,正以强烈责任感
传承并弘扬好太行精神，不断践行着一
个又一个轮回。太行精神作为革命老
区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长治人民的

“传家宝”，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
上党儿女把拳拳爱国之情转化为爱岗
敬业、扎实工作的实际行动，积极投身
到推动长治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体系的最小“单
元格”，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近年来，潞州区紧紧围绕“务实、求
新、为民”的工作理念，为社区选配优秀
社区工作者队伍，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
制，加快智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夯实社会基层治理基础。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主阵地。在潞
州区，一批90后社区工作者正在逐步
成长起来。他们充分学习潞州历史文
化、关心关注辖区发展规划、了解掌握
基层治理要义，把个人发展融入辖区发
展，在各个平台展示自己、磨炼自己、提
升自己，实现个人发展与社区发展同频
共振、同向发力。

西街街道五一街社区党委书记马
雨就是这批90后社区工作者中的一
员。她所在的五一街社区，包含4个居
民小区，4个散居民区，现有常住居民
1945户，总人口5318人，居民构成多
元、诉求多样，基层治理难度自然也
大。而马雨并未知难而退，她带着近
20名社区工作人员，将社区工作的千
头万绪理得井井有条。今年暑假期间，
五一街社区就根据居民需求清单，积极
链接社会优质资源，利用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开办了潞州区首家“妇女夜校”。
截至目前，该夜校共举办活动18次，近
400人参与其中，实现了大门常开、居
民常来、场所常用、活动常办的效果。

与此同时，马雨结合社区工作实
际，围绕网格员应当具备的能力素质、
职能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要求，定期
对社区9名网格员进行培训，让他们能
够不断成长起来，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作为长治市的主城区，潞州区共有
83个城市社区、1181个小区，约27万

户、92万人，人口分布密度大，基层治
理工作千头万绪。而社工正是能够有
效支撑社会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力
量。目前，潞州区共有2581名高学历、
懂法律、会服务、善治理的优秀人才进
入社区工作，社区工作者大专以上学历
人数占比达74.7%，平均年龄较2021
年下降4.6岁，这支队伍在促进完善社
会服务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引领
社会向上向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注入了新鲜血液
和力量。

这几天，太西社区的工作人员开始
了他们的秋季三询工作，作为“四季三
询”机制中的一个阶段，工作人员会来
到居民小区，对该小区这段时间的居民
生活情况进行实地了解。

在太西社区的火炬中学家属院内，
记者看到，这里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社区工作人员手拿“秋季三询”问题
台账，与这里的项目负责人沟通交流，
搜集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他们还走街串巷、走家入户，向居
民询需求、询困难、询资源，将问需问计
施策贯穿于一年四季。

“四季三询”是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到
小区搜集问题，帮助解决群众困难的一
项有效举措，自开展以来受到了居民们
的一致好评。社区人员与居民围坐在一
起，像家人一样畅所欲言，氛围特别融
洽。这一新机制通过分级处置帮助大家
解决一系列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
果，实践证明是值得继续推广下去的。
太西社区党委书记武文璟如此介绍。

“脚尖”力量铸就坚实的基层力量，
“指尖”科技助力基层治理更加高效。
在数字化时代，社区工作者可以利用各
种智能化平台了解群众需求，从而提供

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在东街街
道下东社区与物业服务企业共建的东
街街道智慧社区指挥中心里，辖区内多
个老旧小区都实现了监控全覆盖，工作
人员可以实时查看小区内动态情况，使
曾经的“三无”小区成了“有人管”“管得
好”的幸福家园。而在太西街道潞才社
区，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年龄结构和多元
需求，社区先后引进了线上图书馆、潞
零工平台、多功能体检仪等在内的十余
台智能化设备，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
精准化的便民服务。太东街道澳瑞特
社区通过打造社区掌上办事平台，推进
智慧社区平台在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领
域的广泛应用，以智慧社区服务“小切
口”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

澳瑞特小区居民刘五堂感叹道：
“如今年龄大了，出门不方便，现在手机
一扫码就能找到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想买个菜啊买个啥的，人家就给我们送
上门了，真的贴心、方便！”澳瑞特社区
根据居民需求持续优化生活服务功能，
除了现有的业务办理功能，进一步扩展
增加家政服务预约、社区便利店在线购
物、二手物品交换等，让居民的日常生
活更加便捷。同时，还将引入更多本地
化服务，如社区医院在线问诊、周边商
家优惠信息等等，真正实现足不出户，
尽享便利，让居民们真正感受到智慧社
区带来的温暖与便利。

小岗位有大作为，小妙招促大治
理，小社区是大舞台。未来，潞州区
83个城市社区的工作人员将继续以

“脚尖”践行初心使命，以“笔尖”书写
治理良策，以“指尖”汇聚科技之光，
共同推动潞州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迈上
新台阶。

文/图 王琳伟 宋佳佳

——“弘扬太行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理论研讨会侧记

社区工作者帮助老人测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