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
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近
年来，省委统战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
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八次
全会精神，聚焦“两个走在前列”工作目标，运用“五共”工作
法，纵深推进全省统一战线“同心聚力·共同缔造”，把建平台、
建赛道、建机制融入基层统战工作实践，有效提升了基层统战
工作的组织力、服务力、影响力。

汇聚基层统战力量汇聚基层统战力量 共同缔造美好生活共同缔造美好生活

武汉市
以“江城同心汇”基层统战工作平台建设为抓手，以聚力激活基层统

战资源为依托，多措并举、创新突破，全面推动基层统战工作沉下去、实起
来、活起来。各区开展“江城同心汇”试点工作，将统战工作嵌入基层党建
和社会治理体系，切实打通统战工作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全市各区已
有1至2条试点街道建成“江城同心汇”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覆盖统战
成员11700余人。在“江城同心汇”平台架构下，分区域打造东西湖区“企
业家会客厅”、江汉区“宜商江汉·政企有约月月谈”、江夏区“才聚汤逊
湖”、武昌区“寻美·武昌”、洪山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日行’”等
一批基层统战工作特色品牌，持续扩大基层统战工作影响力和凝聚力，形
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黄石市
着力强化“统战+”思维，调动整合全市统一战线资源精准导入“同

心聚力·共同缔造”工作中，推进基层统战工作出新出彩。推动全市
320 多个统战组织、5200 多名统战成员参与开展共同缔造活动近
2000次，带动社会资金投入1.63亿元，激发共同缔造的内生动力。引
导基层统战代表人士依托村庄理事会，搭建“阳光议事厅”、湾场夜话
等群众议事平台，聚焦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等重点工作，开
展深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献计出力。截至目前，各类统战成员有效
融入网格（小区）议事平台1400多个，楼栋小组2200个，参与板凳会、
夜话会、小巷议事会、楼栋协商会、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活动3100余
场次。

十堰市
按照主体在县、延伸到乡、落实到村、规范到点的要求，健全市、县、

乡、村四级工作体系，129个乡镇（街道）全部配备统战委员、统战干事，
1898个村（社区）全部配齐统战工作联络员，形成抓基层统战工作的合
力。分类制定工作指引，全市建成各类基层统战组织2285个，其中县级知
联会、新联会、光彩会实现全覆盖，乡镇商会覆盖率达90%以上，村（社区）
统战组织覆盖率达100%。按照“一地一品牌”“一领域一特色”“一党派一
亮点”思路，深化基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引导各领域统战成员开展常态
化、特色化活动，打造了民主党派机关“创优活动”“十星统战”“基层统战
凝聚力工程”“基层统战特色街区”“同心·双创联络站”“网络人士之家”等
一批基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品牌。

襄阳市
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全市基层

统战工作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襄阳市统一战线“同心聚
力·共同缔造”实施方案》，将基层统战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深化
改革项目。按照“产业、文化、慈善、仁德”分类建档，建立全市基层统战代
表人士数据库。以基层统战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建设为着力点，
设立统战工作服务站2837个，知联会、新联会、乡镇商会等统战组织实现
全覆盖。按照“一党派一品牌”“一团体一主题”“一区域一特色”，打造了
民主党派“同心参治”、党外知识分子“六送”服务、民营企业“村企共建”、
新的社会阶层“襄掌柜”联盟、网络人士“汉江新声代”等社会服务品牌。

宜昌市
锚定“强经济、促均衡、善治理、优环境”目标，引导统战成员在双招双

引、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公益慈善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做实1173家民营企业和商会与
1319个村结对工作，巩固提升民企商会与重点示范村结对帮扶成果。联
合省级民主党派开展“同心服务乡村行”和“农工助医”义诊活动。打造

“同心惠民乡村行”品牌，组织民主党派博士（专家）服务团开展科普讲座、
帮扶服务、创业指导、连心联动等活动60余场次，服务群众3000余人次，
落实帮扶物资300余万元。建立“群英汇”项目品牌，汇聚正能量网络人士
1000余名，引导电商赋能直播带货，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荆州市
以县（市、区）和社区、园区、校区统战工作为基础，构建“一县三区”的

基层统战工作总体框架，分层分类明确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统战工作的重
点对象、主要内容和目标要求。市县两级实现非公有制企业投诉服务中
心、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全覆盖，做到基层统战工
作有人抓、有人管。探索打造具备荆州特色的“荆江”系列品牌，包括民主
党派领域“同心美荆江”、民族领域“荆江石榴红”、民营经济领域“光彩耀
荆江”、网络统战工作领域“网兴荆江”、基层统战工作领域“村级发展顾问
团”等市级社会服务品牌，依据各地基层统战资源禀赋，开展“一县一品”
工程，探索“统战+”模式，激发各地基层统战工作新动能。

荆门市
按照“全域覆盖、示范带动、各具特色”的原则，积极探索共同缔造统

战路径，实现7个县（市、区）知新联谊组织全覆盖，65个乡镇（街道）统战
工作联络站、联谊会等基层组织全覆盖，1566个村（社区）统战工作联络
点、统战工作联络小组全覆盖。100%的村（社区）有运行良好的基层统战
组织，全市共建立基层统战阵地5100余个，形成基层统战品牌106个。创
办民进同心名师服务团“开明公益课堂”，免费输出优质教育资源，深受学
生家长广泛好评。创新开展“一家亲·大团结”共阅读、共志愿、共运动等
活动15场次，累计18.6万人参加。举办“i荆门·e起购”第二季网络购物
节，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火爆全城。

鄂州市
建立基层统战代表人士数据库，对12类统战成员基本情况进行全面

调查摸底和分类建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依托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推动260个统战组织阵地与党群服务阵地一体设置、一体运营、一体使
用，让“同心”与“党旗”相融相促、同频共振，实现资源同享、优势互补。结
合统战成员专业特长，建立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助学支教、医疗
健身、科学普及、法律服务、卫生环保、帮困解难等8类同心志愿服务队伍，
创建“同心”志愿服务工作室，推出“群众点单、服务队接单、服务对象评
单、基层社区结单‘四单’”服务模式，深入基层开展政策咨询、捐资助学、
暖心义诊、法律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

孝感市
着力夯实基层统战组织建设基础，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统战组

织体系，全市共建成市县两级统战组织197个。扎实开展“百名统战干部
联百企”行动，推动解决实际问题616个。大力开展“百项科技成果进百
企·党外专家县市行”主题活动，促成166名党外专家为121家民营企业开
展对接服务，与56家民营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解决技术难题45个。常态
化开展共同缔造“我建一言、我出一力、我破一难、我解一结、我兴一业”的

“五个一”活动，引导统战成员在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公共事业、基层治
理、纠纷调解等方面献计出力、破解难题、参与共建。全市统一战线累计
捐赠2.3亿元，用于和美乡村、幸福食堂、养老设施、教育事业等。

黄冈市
全面整合统战文化资源，梳理全市首批统战文化资源点位34个，编排

打造《铸魂天山》《黄安烽火》《再见闻一多》等统战文化精品剧目37部，精
心打造“统战+文化”工作品牌。创新“统战引领、商会参与、市场运作、信
用支撑”的企业融资机制，成功对接并签约15家重点民营企业；选派500
余名党外金融人才担任“金融村官”“金融秘书”“金融特派员”，为民营企
业提供金融政策支持和上门服务，着力提升“统战+金融”服务质效。重点
推广“麻城桃盛”“红安铜锣”“罗田燕儿谷”“蕲春艾都同心e站”等4种网
络人士统战工作模式，通过网络引领改造传统产业、补链强链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探索用好“统战+网络”流量密码。

咸宁市
推动统战资源、平台、服务下沉到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单

位，联系、指导、打造“同心聚力·共同缔造”样板点，建立了统战部门领
导班子成员联系点制度。全市共建立各类统战组织1334个，实现了基
层商会、知联会、新联会等统战组织全覆盖。积极发动各类统战组织参
与共同缔造，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统战助力共同缔造观摩活动，营造
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坚持以“搭平台、强服务、重引领、促招
商”为着力点，通过“四建四提升”抓实工业园区统战工作，形成了以嘉
鱼县“园区新智荟”、通城县关刀工业园等为代表的“统战+工业园区”工
作模式。

随州市
用好“神农云”统战信息平台，把统战工作触角延伸至全市1009个村

（社区），设立统战工作联络站，每个村（社区）基层党支部配备1名统战工作
联络员、选聘3至4名统战信息采集员，打造“小网格·大统战”格局。以市知
联会为平台，围绕专汽产业邀请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朱德权回
家乡主导研发，两年内成功研发全球首款49吨氢燃料干线物流重卡，以

“氢”赋能引领新型商用车转型升级之路。探索“统战组织（新联会）+旅游景
点（民宿）+农户”的“旅游服务链”模式，邀请返乡“新青年”回乡创业，网络人
士定期直播推介，打造月光海·渔火露营、洛阳镇百美村庄、裸心隐乡村民宿
等20多家乡村旅游打卡点，大幅提升全域旅游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恩施州
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六条措施》，举办10期“政企会商会”，助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以“万企兴万村”为抓手，全州2169家企业与1510个村
精准对接，实现村企结对共建全覆盖，实施帮扶项目1584个，辐射带动56
万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围绕“同心聚力·共同缔造”
社会服务品牌，各民主党派通过捐资助学、医疗救助、产业帮扶等开展社
会服务活动50余场次，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引导知联会、新联会与村
（社区）开展结对共建，持续开展送科技、送法律、送医疗、送教育、送文化、
送体育“六送”服务活动。

仙桃市
建立“一月一联系、半年一走访、一年一总结”的能人关心关爱机制，市

镇村三级统战干部与130名重点能人进行结对联系。以清明、端午、中秋等
传统节日为契机，组织开展“能人赋能·同心聚力·共同缔造”交流活动，引导
能人积极参与文明创建、社会服务等公益事业，在走访慰问过程中主动协调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完善各级能人认定程序、准入负面清单和退出机制，形
成了以乡镇（街道）为主体，以村（社区）为基础，市级统筹、部门指导、上下联
动的能人回乡推进机制。开展“最美能人”评选活动，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讲
好能人故事，积极倡导崇德向善、饮水思源的良好风尚。

天门市
建立市负责人联系基层统战代表人士工作机制，加强感情互动和联

络，畅通关心知晓、关注支持家乡发展的渠道。以村（社区）为单位广泛开
展乡村人才调查摸底，摸清基层统战工作对象底数，按照籍贯、行业、专长
等进行分类并建立数据库，做到底数清晰、数据翔实、实时更新。密切联
谊联络，利用春节、清明、五一等节假日返乡高潮，组织在外能人参加回乡
探亲、参观考察、调研走访、座谈交流等各类活动，引导共商共议，画好“同
心圆”，当好“主人翁”。

潜江市
将统战工作做到产业链上，围绕全市12个重点产业，建立各产业链统战工作联络站、产业链统战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研究会商、协调推进重点产业领域统战工作，发挥统战优势助推产业发展。搭建重点
产业链联谊交友、建言献策、实践锻炼等平台，为产业链上党外人士提供平台，分享产业、行业最前沿信息，共同抢
抓市场机遇。有效发挥网络人士群英荟、虾-稻产业行业协会、纺织服装产业基层商会、石油化工产业基层商会等
统战组织优势作用，与产业链发展同轴运转、同频共振。

神农架林区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统战聚力，将“共同缔造”理念贯穿于统战工作全过程，建立“责任压实、力量下沉、阵地鲜

明、活动多样”的基层统战工作模式，为推动全区“同心聚力·共同缔造”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积极探索统战助
力乡风文明、社会治理等模式，深入开展“奖教助学”“拥军优属”“关爱妇女儿童”“关爱困难老人”等系列活动，让

“统战+”建设更有力度、“统战+”治理更多广度、“统战+”互助更具温度。

9月21日，麻城市举办统一战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
统战文化节目汇演。

10月17日，农工党咸宁市委会咸安区总支赴汀泗桥镇开展“农工助
医”系列活动。

11月15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资丘镇第49届民族文化艺术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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