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教工委〔2022〕2 号

中共随州市教育工作委员会 随州市教育局印发

《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

心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单位、学校，机关各科室：

现将《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

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随州市教育工作委员会 随州市教育局

2022 年 6 月 2 日



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

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的通知》（鄂发〔2022〕7 号）、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教工委

〔2022〕8 号）和《中共随州市委关于印发〈党员干部下基

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随发

〔2022〕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教育系统实际，现就开

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制定如下

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积极投身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深入学校、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着力在基层第一线发现问

题，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在基层第一线倾听群众的愿望和

呼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基层第一线汲取群众的智



慧，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在基层第一线解决问题、推进发

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二、重点任务

（一）身入心到下基层，切实在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把

下基层作为改进作风的切入点，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

在征求意见时要与群众“面对面”，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

前提下，教育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学校、深

入师生，了解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带头，

局领导班子成员要在做好现有基层联系点工作的基础上，着

力解决 1—2 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级单位领导班

子成员要着力解决 1 件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党员干部要落

实“双报到双报告”要求，下沉单位机关党支部与小区党支

部开展“1＋1”或“N＋1”结对共建活动，做到应下尽下、

能下尽下，积极参与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和疫情

防控等工作。做到“三进三联”，即进课堂、进宿舍、进食

堂，联系学生、联系教师、联系学生家长。要带着感情征求

意见，采取“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坐一会，多聊一句，

多听一点”等方式，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增进群众信任。

（二）全面精准察民情，切实在基层发现矛盾问题。把

察民情作为下基层的着力点，在入学、课后、招考、就业、



食堂、安全、资助、帮扶、关爱等方面，查找问题注重“点

对点”，找准群众需求，汇聚群众智慧。采取“问、访、查、

梳、研”等方式，开展实地走访、蹲点体验、交流谈心、调

研座谈、明察暗访等，与学生交流，与教师座谈，与家长沟

通，广泛听取基层群众和学校的意见建议，广泛收集线上线

下、信访上访、转办转交意见。党员干部要及时向单位党组

织报告察访情况，局党组每月要专题研究 1 次察民情收集的

情况，梳理成“三个清单”，即：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服

务群众的任务清单，任务落实的效果清单，实行动态化、项

目化和销号式管理，并通过门户网站等媒体公布，接受群众

监督。

（三）务求实效解民忧，切实在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把

解民忧作为下基层的关键点，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基层调

研中发现的问题时，突出“现兑现”，切实为基层群众和学

校纾困解难。针对群众和师生个性化诉求、身边的具体困难，

能现场解决的问题现场解决，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针

对群众和师生反映的落实政策不到位、工作不规范的问题，

能现场督促解决的，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化解在基层；

针对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需要从机制层面深入调查研究

的，着力从制度上加以推进解决。根据群众反映、意见征集

和工作调研，列出一批实事项目，推进专项治理、巩固提高，

着力解决群众关注的课业学业等教学质量类、食宿交通等管



理服务类、校园安全等风险隐患类、招生考试等社会公平类、

学生资助等民生保障类、体育心理等身心健康类等问题；着

力解决学校管理存在的廉政风险，扎实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四）主动及时暖民心，用心用情用力温暖群众。把暖

民心作为下基层的落脚点，促作风转变，促师风提升，促学

风浓厚，做到“心贴心”，把工作做在群众所思所忧所盼上。

聚焦学校疫情防控等方面存在的短板问题和中小学食堂服

务保障不到位等方面存在的遗留问题，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

实效，提升人民群众和师生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聚焦身心

障碍学生、困难师生、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常态

化帮扶解困，加大关爱力度，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聚焦群众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做好党的二十大和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集中宣讲，发挥教育优势开展乡村振兴

定点帮扶工作，增强基层群众永远跟党走、开创美好生活的

信心；聚焦服务联系企业，着力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始

终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多做雪中送

炭的事，把好事实事办出温度力度，推动实践活动制度化、

常态化、长效化。

三、分类推进

（一）局机关示范带动。局机关、直属单位党员干部要

在教育系统内发挥表率作用，党组织书记带头落实第一责任



人责任，带头下基层，带头“三进三联”，带头领办民生实

事。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必须真正沉下去发现问题，摸清

找准察实基层需求和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更加

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主动办理至少

1 件实事项目，抓好推进落实；要始终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不以主观臆断代替群众意愿，不以常

规工作代替实践活动，切实做好聚人心暖人心增信心的工作。

党员干部落实“双报到双报告”要求，积极参与基层党建、

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工作，做到下沉 1 个社区，

帮扶 1 个乡村振兴村，深入 1 所学校，走进 1 个班级（支部），

体验 1 次课堂教学，暗访 1 次食堂餐饮，走访 1 间学生宿舍，

访谈 1 户师生家庭，参加 1 次校园活动，办好一批群众身边

的小事、实事。

（二）各地各校真抓实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抓好本

单位党员干部下基层，指导本区域内教育系统开展好实践活

动，党员干部要深入到发展困难多、困难群众多、群众反映

意见比较突出的学校和单位，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民生需求，

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主动及时送政策、送服务、

送温暖。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党员干部要立足岗位、立足工

作职责，深入学生、教师和学生家庭，着眼于成长的微心愿、

身边的小困难、生活的新期盼，做好为师生服务的关爱、帮

扶、安全等工作。



四、强化落实

（一）落实工作责任。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市委要求上来，把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

活动，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成立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

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活动方案，周密部署推进。教育行政部

门党组织要夯实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

责任，其他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领导班子成

员要把实践活动开展情况、领办实事情况在定期工作调度会

上向党组报告；党员干部要把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每月支

部主题党日报告内容，报告工作进展。

（二）群众全程参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采取“共谋、共建、共管、

共评、共享”的思路办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参与感、认同

感、获得感。决策要共谋，通过征求群众意见制定实践活动

方案，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关心教育、参与教育、发展教育的

热情；发展要共建，通过倾听群众呼声梳理形成问题清单，

发动群众主动配合教育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共同

参与校园内外环境建设和整治工作；建设要共管，充分尊重

群众建议形成教育实事项目，加强对教育实事项目建设成果

的维护巩固和管理；效果要共评，注重群众评价，纳入综合

考评，建立健全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的群众评价机制，持续推



动各项工作改进；成果要共享，建设美好校园，建强教师队

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夯实基层基础，实现学校、家庭、

社会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三）把握活动环节。实践活动从 5 月中旬开始，到今

年底结束，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侧重：5 月中下旬

为动员部署阶段，重点是制定实施方案迅速部署启动；6 月

底前为全面开展阶段，重点是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定期梳理

并发布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效果清单，确保取得一批群众

有获得感的成果；10 月底前为持续深化阶段，结合学习宣传

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办成实事，解决问题；12 月底

前为巩固提升阶段，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巩固

成果，提升质效，建章立制。

（四）确保工作实效。要着力办成一批教育民生实事，

解决一批矛盾问题，推出一批实践经验，完善一批制度机制，

讲好一批暖心故事，把实践活动作为大思政课的生动内容。

完善跟踪问效机制，对各地、各学校实践活动解决问题情况，

实行清单化管理、销号式落实，并作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完善联系基层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建立联系基层

和学校制度，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重点帮助一批薄弱

学校和困难师生群体，为学校和师生解决实际问题并形成常

态化、长效化机制。完善蹲点调研机制，围绕群众关注的教



育热点难点问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提出改进举措，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完善评价反馈机制，按照归口管理

原则，加大巡回指导，加强日常监督和群众监督，纳入述职

考评，加强宣传引导，推动实践活动走深走实，确保经得起

群众和实践检验。要转变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防止把便民惠民搞成扰民，做到帮忙不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