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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
牵住基层治理的“牛鼻子”？如
何在创新服务中激发党群“内驱
力”？这十年来，大沥党建一直
用行动书写着答案。

根本固者，华实必茂。近年
来，大沥镇以领航工程、强基工
程、提素工程、智慧工程“四大工
程”为抓手，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铁军队伍，探索具有大
沥特色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
式。在过去的十年间，广大党员
干部在磨砺中坚守初心，在奋斗
中勇担使命，凝聚成一股磅礴的
红色力量，带动多元主体参与建
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党建激发内驱力 凝聚力量促善治
筑强堡垒，党员带头，自己家园自己建

唤醒“主人翁意识”

■太平社区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四小园”建设。 通讯员供图

“什么样的社区问题适合使用议

事协商？”……今年8月，沥雄社区社

工许姑娘带着工作上碰到的疑问，参

加了在大沥镇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的

“创建熟人社区”议事协商训练营。

主题党课、人才政策宣讲……

自2019年成立至今，位于广佛智城

的大沥镇党群服务中心，定期为各基

层党组织及商圈企业提供定制党群

服务。强化阵地建设，是基层党组织

发挥组织功能、增强群众组织力的重

要途径。十年间，从在全区率先建立

七一空间、新南海人梦家圆等载体，

到暖心工作室等落地，再到党群服务

中心覆盖全镇，一张党群服务网在大

沥逐渐拉开、越织越密。这不仅让党

员能更高效地参加组织生活，也让服

务群众变得更方便快捷。

遍布商务楼宇、村间街巷的一座

座“红色家园”，成为基层党建和基层

治理的坚强实体支撑。大沥通过在千

灯湖中轴线、广佛交界前沿阵地建设

镇党群服务中心、区域党群服务中心，

链接大沥革命历史展示馆、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党建公园等阵地，打造10
分钟党群服务圈，不断延伸基层服务

触角。

这些年来，大沥镇还打造了“致

敬城市一线工作者”“暖心巴士”“圆

梦微心愿”“红色服务日”等具有本地

特色的党建品牌服务项目。人们看

到，广大党员干部把群众冷暖放在心

上，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

头，为大沥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红

色活力”。

“我学习了一些国家历史知

识，觉得很骄傲！”9月16日，在

凤池社区开展的亲子共读品牌成

长计划活动上，颜楒晔小朋友兴

奋地说道。在凤池，居民经常可

以参与社区精心组织的活动，幸

福感越来越浓。

今年7月，在南海区举办的

2022年度上半年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提级述职评议会暨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擂台赛上，大沥镇凤池

社区拿下第一名。近年，这个社区

为南海区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工

作，提供了独特的“凤池样本”。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

撑在基层。大沥镇现有基层党

支部693个，党员12413人。

十年间，大沥通过织密三级党建

网格，让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

伸到群众家门口，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事情要大家一起干才有意

思。”如今在太平社区里，男女老

少渐渐有了这样的共识。通过党

建引领，群众逐步在乡村治理中

发挥主体作用，是一条自主、可持

续的乡村善治之路。因此，太平

社区党委结合“我为百园捐百元”

等举措，发动厂企、乡贤、村民等

力量，推动全民参与社区乡村振

兴工作，探索出一条多元参与的

基层善治之道。

随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

断增强，发展注入了“红色动

能”，大沥筑梦前行的道路正越

走越宽广。

“村里的大小事，有时候很需要

请教老党员的好经验。”“一些长期

闲置的土地，我们想用来建设幼儿

园。”……今年8月，大沥镇委党校

举办第一期大沥镇集体经济组织负

责人专题培训，多名经济社社长聚

在一起交流日常工作，气氛热烈。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要

“造形”，更要“铸魂”。近年，大沥不

仅打造了全区首个线上“云党校”，

还把镇委党校新校区打造成为提升

修养、淬炼党性、增强本领的“铁军

学院”。与此同时，大沥梳理、打造

一批党员教育培训“网红打卡路

线”，吸引了大批市内外单位前来参

观学习。

“我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走好

群众路线。”作为兴盛综合批发市场

升改项目工作组组长，在项目导师

的带领下，范满明和组内各成员贯

彻用心用情的铁军作风，驻点现场

对租户耐心地进行政策宣讲和协商

解约，让项目得以顺利推进。

今年，首批16个聚焦全镇中心

重、难点问题的“扛旗夺标”项目，被

超过170名干部主动认领。跨部

门、跨层级、跨体制的协同作战，不

仅大大提升了项目的推进效率，也

加快了年轻党员干部的成长。

“用心用情走群众路线”，是大沥

在多年党建探索中得到的宝贵经

验。十年来，大沥结合三级党建网络、

暖心工程、党员户联系、无职党员设岗

工作，并创新性推出党员量化积分管

理等举措，架起了党群“连心桥”。大

沥还搭建起了市民议事厅、治理面对

面、百脑汇等共治平台，让广大党员

干部更用心倾听群众的声音。

延伸基层服务触角

精彩的粤曲表演、“伯奇杯”
创意摄影十周年回顾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走进社区
与大家面对面“讲古仔”……这
是大沥今年在镇内连开六场的
“文化快闪”进万家活动，国家级
文化资源下沉至社区，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

这是大沥镇持续推进“以文
化人、以文促商、以文润城”，为南
海打造文化导向型名城贡献“沥”
量的缩影。近年来，大沥不断推
动文产旅体融合，擦亮红色革命
文化、传统特色文化、现代都市文
化三大品牌，深化发展群众体育，
为城市更新、商贸转型提供价值
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
力。

文产旅体融合 擦亮文化品牌
以文化人、以文促商、以文润城，为南海打造文化导向型名城贡献“沥”量

赋能商贸发展

作为首批“全国亿万农民健身

先进镇”，大沥镇同时也是“全国龙

狮运动名镇”和“中国龙狮、龙舟运

动南海训练基地”，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群众基础，龙舟、醒狮、篮球、

足球、健身操等群众体育活动如火

如荼开展。

大沥醒狮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全镇共有醒狮2000多头，舞

龙40多条。各级醒狮训练基地和

醒狮武馆37个。

2021年，中国龙狮运动协会

教练委员会落户大沥，体现了国家

龙狮运动协会对南海区以及大沥镇

在传承、发扬龙狮运动与文化中所

作出努力的肯定。

此外，大沥镇大力落实“全民健

身”战略，不遗余力地推进网球运动

进社区、进校园。2019年，“大沥镇

网球进校园试点学校”——横江小

学被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评为“全国青少年网球特色学校”。

2021年5月，大沥首次举办

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广东省网球

协会向大沥镇授予“广东省网球

特色镇”牌匾，大沥镇也因此成为

省内第一个获得网球特色镇称号

的镇级单位，标志着网球已成为大

沥一张全新的名片。

随着大沥网球中心、大沥游泳

中心等设施的投入和完善，加上各

项公共文化扶持政策的支持，全民

健身活动已全方位融入大沥，向人

们展现出大沥人勇于拼搏、敢为人

先的城市精神，也展现出这个“广佛

黄金走廊”的独有魅力。

在南海区“1114”工作体系

中，“文”是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

灵魂，而涉及大沥的省佛通衢文

化带也纳入其中。

今年，大沥明确提出要打

造省佛通衢文化带，以省级非遗

盐步老龙礼俗文化为核心，串联

起三眼桥等地标，盐步、六村、直

街等社区，打造示范文化带。

2021 年

3月，广佛新

城（大沥）文

商旅体创产

业融合发展

先行区建

设启动，

吹响全镇

文商旅体

创产业发展的号角。如今，文

旅体融合发展成效初显。广

东省智慧青少年宫（大沥宫）、

清风雅集（新华书店南海旗舰

店）、铜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

动，为大沥城市更新发展赋

能。

此外，广东书法园、智慧图

书馆、读书驿站等文化阵地也不

断拓展提升，优化文体惠民工程

效能。目前，大沥共有36家读

书驿站，已覆盖全镇 80%的社

区，市民可实现“家门口”享受文

化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大沥充分发

挥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优势，促进

全域旅游纵深发展，“＋旅游”产

业蓬勃发展。

文化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近年来，大沥镇精心打造红色革命

文化、传统特色文化、现代都市文

化三大文化品牌，不断焕发文化大

沥的活力。

大沥，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的红色沃土，是南海农村革命的

摇篮。近年来，大沥镇充分利用大

沥革命纪念碑、大沥革命展示馆等

阵地，开展红色体验游（研学游）、

青苗创造营等系列主题活动，以红

色文化凝聚奋进力量。

非遗文化，则是大沥镇闪闪发

光的特色文化名片。全镇现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13项，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0多处。开展

非遗文化主题公益夏令营、举行

“文化快闪”进万家、直播盐步老龙

起龙仪式……大沥镇一直在为文

化遗产的传承不断探索，坚持以创

新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

都市文化方面，大沥镇努力打

造“新大沥，最活力”文化名片。除

了举办2022大沥新春欢乐节等

系列活动之外，还重点围绕国家级

文化品牌，启动2022年“伯奇杯”

系列活动、“大沥杯”广东省中青年

书法篆刻作品展等。

目前，大沥镇下设沥城笔会、

蟾龙诗社、书法、美术、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摄影、语言艺术、口哨

艺术11大文艺协会，各级会员数

量共计超1800人。文艺创作展

演获省级奖项16项，市级奖项15
项。

持续深化发展

实现乐民惠民

■邹伯奇展示馆启用。 珠江时报记者/何燕慧摄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通讯员 李翠姗叶柳霞 陈均毅

文/珠江时报记者 何燕慧

通讯员李翠姗 刘韵莹

引领示范

阵地覆盖

群众体育

文产融合 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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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