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化治理’指的是区域化统筹、
网格化联动、标准化建设、协同化治
理、常态化服务的工作法，通过‘五化
治理’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
基层治理格局，全面提升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水平。”大田县均溪镇党委书记
黄永强介绍。

均溪镇赤岩社区居民张某和李某
是对门邻居，却因门口添置储物柜一
事，发生矛盾纠纷，争吵不断。楼栋党
小组知道后，介入调解，让双方重归理
性，矛盾顺利解决。

“我们以社区党总支为引领，将
党组织触角从社区延伸到小区、楼
栋，方便解决群众间矛盾。”赤岩社区
党总支书记连荣诗介绍，通过构建

“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
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
体系，搭建群众“家门口”服务平台，
推动社区治理从“零散式碎片化”向

“共建共治共享”升级。

区域化统筹，织密组织体系。大
田县深化区域党建理念，以各社区党
总支为主导，联合共建单位党组织组
建社区“大党委”，按照“党建共抓、事
务共理、党员共管、活动共办、文明共
创”的原则，实现“小区吹哨、部门报
到”，加强组织与组织之间就地就近互
联互动，推动区域党建资源和群众需
求有效衔接。

“富山新村三路 21 巷十字路口
处，一下水道井盖出现位移破损情况，
已经三个月了没人发现，希望社区督
促有关部门尽快处理。”2022 年 12 月
24日，在均溪镇玉凤社区第17网格微
信群中，市民廖应塍向网格员连丽燕
反映了道路设施出现问题。

连丽燕收到消息后，迅速将情况
反映给 12345 找茬专班，由专班工作
人员协调市政部门进行核实、处理。
28日，市政部门便完成了修缮工作，解
决了安全隐患，高效的工作效率得到

市民们的一致称赞。
网格化联动，凝聚治理合力。大

田县在社区治理中全面推行党员网格
员、楼栋长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体
系，全县8个社区分为114个网格、设
置楼栋长 157 名，整合社区党员工作
者、党员志愿者力量，统一配置到网
格，采取线上党员中心户、楼栋长、网
格员分级牵头组建微信群，线下开展
大走访等形式，及时汇总群众问题、建
议，实现网格化联动、精准化管理。目
前，各社区共开展各类宣传630余次，
为居民提供水电维护等精准化服务
310余次。

“我们将社区划分为 14 个网格，
共建立14个网格微信群，网格内每户
至少一名主要联系人进群。”玉凤社区
工作人员郑际琛介绍，各共建单位志
愿者、小区党支部党员发挥摸排员、信
息员、劝导员的作用，协助社区开展网
格化管理工作。

“共”理千家万户“家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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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下午，在永安市青水畲族乡的凤凰
广场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掌声不绝于耳。
永安大腔戏《满全福》剧目的激情演出，为畲族
人民呈上了一道特别的春节“文化大餐”。

大年三十开始，从永安市青水畲族乡丰田村
的大腔戏广场到凤凰广场，再到永安市龟山公园
广场的非遗专场展演，处处展示着永安大腔戏的
独特魅力。

“近一段时间，我们演员们每天都在坚持排练
和表演，希望给大家带去新年的特别祝福。特别是
新编排的剧目《满全福》，深受百姓们的欢迎和热
捧。”永安大腔戏传承人邢成榜说，大家都很喜欢这
个剧目，每次表演，场场人气爆棚，掌声如雷。

永安大腔戏，系永安市传统地方戏剧、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于明代中期，是弋阳腔
的一个流派，具有“大锣大鼓唱大戏，大嗓子唱
高腔”“一人启齿，众人帮腔”的鲜明特点。明
景泰年间，永安市青水畲族乡丰田村熊氏家族年
年派人到江西石城祭祖，并向当地艺人学习弋阳
腔，而后结合本地的山歌、小调及道士音乐，创
立了大腔戏班。永安大腔戏迄今已有500多年历

史，传统剧目有 100 多个。大腔戏的表演动作、
舞台调度、舞美形式等都属于明代戏剧的珍贵遗
存，是中国戏曲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的
第一手重要材料。

近年来，随着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大腔戏
的业余演出活动越来越少，当地群众特别是年轻
一代对大腔戏的兴趣度逐年递减，艺人们的年龄
也趋于老龄化，如今，大腔戏剧团成员不足 20
人。演出市场的萎缩和后继乏人的窘境，使得永
安大腔戏一度处于濒危状态。为此，永安市青水
畲族乡高度重视对这一古老剧种的抢救和保护，
专门成立“畲乡文化传承队”，创新在各中小学
开设“大腔戏兴趣班”，并在畲乡民俗街新建 了

“大腔戏非遗馆”，大力传播传承畲乡独特的非
遗文化。

“通过对畲乡非遗文化的不断挖掘，大大激
发了基层群众学习继承大腔戏的兴趣和热情。今
年表演队伍里不仅有年近古稀的老人，而且还有
5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加入。”青水畲族乡党委宣
传委员廖美英说，希望通过“传帮带”方式，让
大腔戏非遗文化代代传承下去。

永安大腔戏推陈出新 ●本报永安记者站 黄中泉/文 廖美英/图

上个星期，我
接母亲到我家来小
住几天，没有想
到，我给她带来了
困扰。

在 母 亲 未 到
来之前，我认真地
清洁房间，铺上崭
新的床单被罩，还
把最大最亮堂的
一 间 给 母 亲 住 。
母亲看着整洁明
亮的房间，抚摸
着散发着太阳味
道的被子，喜悦
写在脸上。

担 心 母 亲 不
适 应 ，第 二 天 早
上，我询问她是否
睡得好。可能为
了不让我担心，母
亲 回 复 我 说 ：还
好。之后我发现，
母亲在大房间住
一个晚上之后，就
自己悄悄地搬到
小房间去睡了。我感到奇怪，母亲对
我说，还是住小房间习惯。之后几
天，我每天早上都会问候她是否睡得
舒适，她欲言又止，但是张口时却说，
可以！我也以为她适应了，满心欢
喜，这下，母亲可以住上至少一段时
间吧，我希望母亲跟我长住，我可以
照顾她，让她远离寂寞和孤独。

母亲来家住的这几天，老公化身
大厨为她烹饪各种美味菜肴，我则不
让她做任何事，闲下来就陪她用家乡
话唠嗑，带她逛公园，她也很高兴。

可是，终于在住了三个晚上后，
母亲很坚定地对我说，一定要回去
了，因为她在我家的三个晚上没有一
天睡着：刚睡着，被什么声响吵到了；
到了凌晨两点，不知道谁家的鸡叫
了；刚要睡，邻居家的狗叫了。然后
怎么都睡不着了，苦苦熬到了天亮。

有些人换了床就不好睡，睡不好
觉是多大的精神折磨啊。我想起父
亲在世时，母亲伺候他，一整夜难以
入睡，那阵子她瘦了非常多。我看出
她疲惫的神色，周末就把她送回了她
自己家。

母亲一到她自己的小窝，就如
鱼得水，煮饭给我吃，连洗碗也不
肯让我洗，我又当起了她眼里的孩
子，她觉得十分开心。神奇的是，
母亲从晚上9点睡下去到了第二天凌
晨5点起床，一觉起来容光焕发，精
神矍铄。看到母亲睡得很好，我的
心也就放下了。

父亲过世后，我很想让母亲跟
我们一起住，可她不肯，她自己一个
人习惯了，习惯了粗茶淡饭，习惯了
生活作息，习惯了周遭的环境，习惯
了互相走动的朋友和亲戚。虽然做
子女的有心让她到家来“享福”几
天，可换了地方，她却不习惯，正应
了过去的老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
的狗窝”。

现实中，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做不到像诗句里说的“奉晨昏于
万里”，到父母身边孝敬他们，既然做
不到，就只能常回家看看，多打电话
多视频聊天，同时尊重他们的意愿，
不勉强他们来家里“做客”，不让他们
操心，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也是孝
顺的一种方式。

尊
重
老
人
意
愿
也
是
一
种
孝
顺

●
晓

晨

“以前一遇到下雨天，这段路就十分泥泞，有时
还有污秽，车子都没法通行，人更没法走……”回忆
起天山路20号-32号路段改造前，均溪镇白岩社区
居民老郑直皱眉头。

以前，该路段因未铺设排污管道、未硬化路
面，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由于历史遗留问
题，住户老柯不同意让排污管道从自家门前经
过，与其他居民多次发生争执。社区工作人员多
次到场协调，还是得不到妥善调解。于是，工作
人员把这件事上报至乡镇党委，请求县里帮忙协
调解决。

“挂钩分管的县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组织市政、
住建等7家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调整修路整体方案，
全力推进落实，6栋楼20多户居民终于告别了14年
来门前黄泥土路的历史。”白岩社区党支部书记郑
淑梅介绍。

协同化治理，构建幸福家园。大田县注重建机
制、搭平台，多渠道强化小区治理，全面推行“居民
夜谈会”制度，严格落实社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设
立群众联系点、楼栋议事点，共同化解社区小区无
法自主解决的事项，推动社区小区治理从“独角戏”
走向“大合唱”，形成“无事常联系、有事共商量，困
难有人帮、邻里一家亲”的氛围。

“陈医生每周都会抽空到我家，给我老伴做检
查，服务细致周到，让我们方便了很多。”提起赤岩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陈医生，居民张阿婆赞不绝口。

张阿婆与丈夫独自居住在赤岩社区，她的丈夫
患有高血压，需要定期检查，但两人年纪大了，腿脚
都不太方便，日常外出检查便成为一项麻烦事。社
区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为张阿婆免费提供健康指导、用药指导、测血压等
上门服务，解决两位老人的困扰。

居民点单、支部下单、党员接单，组团服
务，大田县深入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亮身份、强
服务”活动，全县2452名在职党员组建志愿服务队、
先锋队46支，党员带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家规家训进万家”、寻找“最美家庭”、孝廉“微
讲坛”等主题活动。自2021年以来，各社区共收集解
决群众诉求问题526条，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各
类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权益维护等全方位
服务3000多人次，开展各类文化宣讲101场次，评选
出“最美家庭”50户。

守望互助，邻里相帮一家亲

千家万户的家长里短如何理千家万户的家长里短如何理

这个地方社区治理有妙招这个地方社区治理有妙招
●本报大田记者站 叶紫妍 通讯员 廖丽燕 文/图

大田县“推行‘五化治理’工

作法，打造山区县城社区治理新

格局”，上榜“福建省新时代党建

品牌”典型案例。

“五化治理”是哪五化？怎么

操作？通过“五化治理”后的社区

有什么变化？记者进行了调查。

走进均溪镇仙亭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宽敞整洁的办事服务大厅，简洁明
了的指示标志，墙面贴满了文明标语
及办事指南，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正
忙碌着为居民办理业务。

近年来，仙亭社区不断加强阵地
标准化建设，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
最大化”的理念，整合居民办事服务大
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家长学校等服
务功能，设置党群服务中心，提升办事
效率和服务水平，让群众办事“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

2021年，仙亭社区联合小区业主
委员会、物业公司，协调县住建局、民

政局等部门，投入 22 万元在锦绣福
田小区3号楼架空层建成了150 平方
米的邻里活动中心，集宣传展示、休
闲娱乐、服务联系等功能于一体，面
向党员、群众开放。

“之前，小区的老年人没有活动场
地，只能聚集在小区大门口的喷池、绿
地等处聊天，晴天太热，下雨天就只能
窝家里。”锦绣福田小区居民林庆多告
诉记者，现在有了这个邻里活动中心，
大家每天都可以一起聊天、下棋、看书
等，日子过得很惬意。

大田县按照统一标准，推动全县
各社区小区阵地建设、制度运行、服务

事项标准化规范化，按照“六有”标准，
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和“邻里中心”，引
入人社、民政等高频服务事项，设置小
区警察、小区医生、小区律师、小区调
解员等服务岗位，建立完善首问责任、
情况报告、民情登记、考勤值班等各项
制度，实行“一次性受理、一体化办公、
一站式服务”，制定服务清单、资源清
单、需求清单，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

目前，全县8个社区建设小区“邻
里中心”20个，共制定服务清单84项、
资源清单 70 项、需求清单 105 项，设
置岗位 72 个，有 1532 名居民认领服
务岗位。

化繁为简，“搞好服务”摆第一

新排的大腔戏剧目《满全福》在畲乡凤凰广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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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凤社区安排家庭医生为孤寡老人上门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