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团队遍地开花

在胜利油田锦华七区东南角的一片
绿地上，栽植着由416棵槐树组成的“211”
爱心林。王允功、王少举、郭凤英正是这
片槐林的义务种植者，2013年秋天，他们
发现小区绿化带出现部分裸露土地，便
开始收集周边绿化区域繁衍出的新槐
苗，并利用两年时间栽种了这片槐林。那
时三位老人年龄相加恰好211岁，于是槐
林就有了一个响亮而具有纪念意义的名
字———“211”爱心林。

其实，刚刚退休时的王允功并没有
找到志愿服务的方向。胜利油田像王允
功一样的非在职老党员还有很多，他们
分布于油田的百余个小区，有的远离工
作单位，参加组织活动学习十分不便。退
休于滨州滨南采油厂的王允功，2008年与
老伴定居于东营，从此便没有了学习活
动的根据地。

2007年7月以来，胜利油田创新基层
党建管理模式，依托社区先后成立起97个
党员服务社，关怀非在职党员，服务普通
群众，营造和谐社区环境，成为引领非在
职党员争先创优、发挥作用的新平台。

2013年，王允功搬至锦华七区280栋
楼居住，发现楼宇门至电梯口走廊凹凸
不平，就用自家装修剩下的水泥和沙子，
填补了一个个小坑洼。他还发现楼梯扶
手护栏已略微出现锈迹，于是就买来了
油漆、毛刷、砂纸，用了整整5天将1层至11
层统统刷了个遍，邻居统统为老人竖起
大拇指，王允功也因此事引起了党员服
务社的注意，并加入了锦华第三党员服
务社。

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王允功把
自己的电话贴到了楼宇门上，提醒居民
有困难可随时找他帮忙。这位新邻居的
感召力在助人为乐中形成，在他的呼吁
下，280楼的其他8名成员先后参与党员服
务社活动中，280爱心互助组由此而生，这
便是“允功志愿服务队”的前身。

在锦华第三党员服务社的支持和帮
助下，9名志愿者各展所长，在小区内开展
起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

小区绿化带中的土路一到雨天泥泞
难行，王允功与志愿者搜集到附近工地
的废旧石砖，慢慢铺设了一条长50米的便
民路；80多岁的郭大娘独居于锦华七区，

王允功便将类似郭大娘的三个孤寡高龄
老人纳入重点帮扶对象，定期看望、拉家
常，检查天然气设备，还特地买了百米长
的管线，随时预备帮老人排除隐患。

细心的王允功还发现小区公厕一直
是物业人员的“心头病”。2014年3月，他便
向党员服务社提出义务管理公厕的请
求，并一再争取征得同意。从此，王允功
的生活变得紧张而忙碌。

王允功和志愿者们将早已准备多日
的清扫工具运至公厕旁，用硫酸、火碱
反复浸泡便池中的污垢，然后跪在地上
一点一点地铲除。便池干净了，他们就
买来白漆，架起了梯子，一点点粉刷6米
高的墙壁，整个公厕的环境在志愿者的
努力下焕然一新。更可贵的是志愿者日
复一日的坚持。王允功每天凌晨5点就
起床打扫公厕，上午、下午各清扫一遍，
晚上10点还要再冲洗一遍，使公厕彻底
告别了脏乱差。

在王允功的呼吁和感染下，志愿服
务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9人发展
至如今的130人。2014年，锦华第三党员服
务社正式将这个团队命名为“允功”志愿
者服务队。“211爱心林”、“280互助组”、

“允功志愿服务队”，短短几年间，锦华第
三党员服务社志愿服务队从三位志同道
合的老人义务种植槐林发展成小区楼栋
邻里街坊的互助，再到成规模的130余人
的志愿服务队伍。

而这只是胜利油田97个党员服务社
发展壮大的缩影。10年来，胜利油田党员
服务社发挥贴近党员、贴近生活的优势，
坚持以党内带党外、以党员带群众，推动
党员服务社职能不断由服务党员向服务
小区居民、服务辖区管理延伸，涌现出了

“学范党员责任区”、“晓凤义务理发室”、
“活常志愿服务队”、“常青树文艺队”等
一大批以非在职党员名字命名的党员作
用发挥示范点，影响带动了非在职人员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目前，胜利油田党员服务社吸纳了
5000余名志愿者，累计开展志愿服务12 . 1
万余人次，先后有200余人向党员服务社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服务社日益成
为广大非在职党员和群众信赖、欢迎的
温馨和谐家园。

油田党员服务社当选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成党建思想文化叫得响的品牌
本报4月1 0日讯 (通讯员

王维东 孙传刚 ) 4月3日，在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部门组
织开展的2017年学雷锋志愿服
务“四个100”先进典型评选活动
中，胜利油田党员服务社获得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

先 进 典 型 宣 传 推 选 活 动是从
2015年开始的，已经举办两届，
每次都推选出 1 0 0名最美志愿
者、1 0 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100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据了解，在层层择优推荐
的基础上，2017年11月20日至12
月10日，中国文明网、人民网、新
华网、光明网、央广网对全国各
地各部门推荐的学雷锋志愿服
务先进典型进行了集中展示，

接受全国网民投票。组委会参
考网上投票情况，从推荐名单
中评选出了“四个 1 0 0”建议名
单。3月21日，中央文明网公示了
2 0 1 7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油田党员服
务社跻身全国“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油田党员服务社是胜利石
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为加强
非在职党员教育管理而探索出
的创新之举。自 2 0 0 7年创建以
来，油田党员服务社在探索中
完善、发展、壮大，到目前已建
成97家党员服务社，基本覆盖了
分散在东营、滨州、济南等8个市
的20多个县区的上百个油田小
区，功能定位也由最初的非在
职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向服务群
众、服务改革、服务和谐、服务

区域延伸拓展。
多年来，党员服务社充分

发挥贴近党员、贴近生活的优
势，结合非在职党员特点、专
长、喜好，引导他们组建义务巡
逻、邻里调解、政策宣讲、文化
艺术、扶老助弱、绿地认养等志
愿服务小组或兴趣小组。截至
目 前 ，油 田 党 员 服 务 社 已 有
5 0 0 0余名志愿者，累计开展志
愿服务 1 2 . 1万余人次，先后涌
现出了“学范党员责任区”、“晓
凤义务理发室”、“常青树文艺
队”、“绿丝带志愿服务队”等一
大批特色志愿服务团队，成为
油田党建思想文化叫得响、立
得住的品牌。油田创建发展党
员服务社的典型做法被评为第
三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最
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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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小区居住着胜利油田20
多家单位的几千户人家，是个“联
合国”。起初，居民入住的时候，附
近的闲杂人员多，偷盗等案件时
有发生，居民颇有怨言，这让非在
职党员王汉平寝食难安，心头萌
生了义务巡逻的想法。

看到非在职党员高涨的参
与小区创建的热情，东利党员服
务社主动介入小区治安维护，组
织非在职党员成立了义务巡逻
队。夜幕降临，巡逻队员们准时
出现在小区，逐一对小区重点路
段、重点楼宇进行仔细巡逻。如
今，东利小区成了远近闻名的

“平安小区”。
在东利党员服务社，老党员

李秀君发挥了剪纸的爱好特长，
成立起东利剪纸艺术培训中心，
义务教居民、儿童剪纸4年，成为
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党员服
务社实现了我的剪纸梦，也让更
多人体会到剪纸的快乐。”李秀
君说。

记者了解到，10年来，党员
服务社因势利导，不断丰富非在

职党员作用发挥的平台载体，根
据非在职党员的特长、爱好组建
了胜利精神宣讲团、文化艺术表
演队，成立爱心帮扶、邻里调解、
巡逻巡护等志愿服务队，引导非
在职党员投身和谐社区建设，共
筑美好家园。

通明苑小区建于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是胜利油田原水电
讯总指挥部驻地。1997年随着主
业单位陆续迁出，原本热闹的小
区冷清起来。因基础设施陈旧落
后、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
题，居民怨声载道。加上后来中
小学撤销、医疗单位合并等，更
使得小区居民在居住环境上产
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居民满腹
牢骚。

居民李炳森曾经感觉通明
苑小区就像是“被人遗忘的角
落”。“房子破旧，墙皮脱落，道路
坑坑洼洼，路灯也不亮。”

面对新的形势，党员服务社
延伸触角、拓展职能，在工作对
象上，由非在职党员群体向在职
党员8小时之外和小区居民延伸;

在职能定位上，由教育关怀服务
向维护和谐稳定拓展。

针对居民的意愿诉求，通明
苑党员服务社和小区家委会联
手，积极向上级单位争取支持，
筹措资金，对通明苑小区的基础
设施进行改造，着力改善提升小
区的人文居住环境。

“道路平整了，路灯亮了，雨
污管线畅通了，环境整洁了，邻
里关系也越来越和谐。”家住通
明苑小区的李炳森不敢想短短
几年间小区环境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

如今，幸福成了通明苑小区
居民生活的主基调。每周，通明
苑小区都会组织各种文体娱乐
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需
求，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断增强。

在胜北管理中心党委书记
舒建看来，党员服务社在小区居
民和物业公司之间充当着“润滑
剂”的作用，是小区名副其实的

“和谐使者”，许多问题在群策群
力的氛围中迎刃而解。

管理“破题创新”服务“无缝有爱”
油田97个党员服务社成非在职党员和群众信赖的温馨家园

建立党员服务社，是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为解决非在职党员教
育管理难题而探索出的破题之举和创新之举。胜利油田有非在职党员3 . 9万多
名，受点多、线长、面广的行业特点影响，这些非在职党员分散居住在油田上百
个居民小区，参加组织生活、接受关怀服务、发挥党员作用存在诸多不便。

为解决这一难题，自2007年以来，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创新推进党员服务
社建设，经过10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党员服务社在探索中完善、在发展中壮大，
到目前油田共建成了97家党员服务社，吸纳了5000余名志愿者，累计开展志愿
服务12 . 1万余人次，先后有200余人向党员服务社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服务
社日益成为广大非在职党员和群众信赖、欢迎的温馨和谐家园。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维东

东利党员服务社党员居民精心创作《喜迎十九大》专题系列剪纸作品。 通讯员 朱克民 刘冰 摄

萃苑党员服
务社联合公益组
织，为小区部分居
民发放“黄手环”。

通讯员 刘铁
摄

组织生活搬到了家门口

家住东利小区的颜培山是黄河
钻井总公司退休员工，有着45年党
龄。2006年，退休在家的他多了个烦
心事：参加党组织生活太不方便了。

“从东利小区到黄河钻井每次参加
党组织生活会至少半个小时的车
程。”

像颜培山这样的非在职党员，
胜利油田有3 . 9万人，占党员总数的
35%。此外，在油田小区内暂住的流
动党员、待业子女党员和退伍军人
党员等，过去有的无处参加组织生
活、有的参加组织生活不够经常，存
在着接受教育管理服务渠道不畅、
发挥作用难等问题，甚至有极少数
游离在组织之外。

非在职党员群体只有经常接受
党性教育，才能保持党员先进性，进
而在维护稳定、促进和谐上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党员服务社的建立，使非在职党
员管理服务由过去的行政单位党组
织单向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打破组织
关系隶属限制由党员服务社与行政
单位党组织双重管理、全方位覆盖的
新模式，非在职党员在不转移党员组
织关系的情况下，在家门口就能参加
组织生活、接受教育服务。

东利小区是油田党员服务社首
家试点单位。10多年来，颜培山见证
了党员服务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他记得，东利党员服务社第一次组
织活动时，小区里的老党员们蜂拥
而至。

在东利党员服务社，72岁的老党
员王学勤找到了“家”的感觉。退休
后，党组织生活少了，赋闲在家的王

学勤感觉像是没人管了。现在，党员
服务社搬到了家门口，王学勤丢失
多年的归属感又找回来了，感觉到
自己始终和党组织在一起。

10年来，党员服务社坚持把经常
性学习教育摆在首位，把学习课堂
搬进小区、办到家门口，使非在职党
员不出小区就能参加组织生活、接
受党的教育，创新推出了“家庭党
课”、“树阴党课”等特色教学模式，
成为非在职党员熔炼党性的“红色
家园”。

对年老体弱、无法参加集体活
动的党员，党员服务社主动送学上
门，及时传递党组织的声音，切实使
非在职党员精神不空虚、思想不落
伍、永葆先进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扎实做好抓基层强基础
的工作，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
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教
育 引 导 非 在 职 党 员 补 足 精 神 之

“钙”，筑牢思想之“魂”。
依托党员服务社持续加强非在

职群体党建工作，是实现胜利油田
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题中
之义和必然要求。党员服务社时刻
绷紧政治弦，以“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为契机，切实把学
习教育牢牢抓在手上，真正使党内
组织生活的炉温升起来，坚持经常
性学习教育，组织深入学习党章党
规，学习中央精神和油田改革发展
形势，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
党爱党。

和谐共建有了“润滑剂”

物兴党员服务社“绿丝带”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活动。 通讯员 丁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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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苑南区党员服务社组织非在职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
通讯员 朱克民 摄

晓凤义务理发室为居民义务理发。 通讯员 丁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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