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 44 2022年 7月 20日 星期三

制定出台以案促改工作

制度，着力构建防范问题发

生的长效机制；细致解剖“麻

雀”，从违纪类型、违纪原因、

违纪形式等方面深入研究、总

结教训；结合当地红色资源，

在探寻红色故事中学习廉政

史 料 、弘 扬 廉 洁 文 化 ……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各级党

组织努力探索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方法路

径，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强大

合力和整体效应。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长期实践中总结提出的原创

性理论，深刻揭示了标本兼

治、系统施治的反腐败基本

规律，丰富了党的自我革命

战略思想，开辟了从严管党

治党新境界。从提出“坚决

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着

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政治氛围”，到强调“强

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

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

觉”，再到“构建不敢腐、不能

腐 、不 想 腐 的 有 效 机 制 ”写

入 党 章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

家、战略家的深邃思考和远

见卓识，从顶层设计上思考

谋划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有效举措、长久之策，推动不敢腐的强大

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

优势融于一体，指引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

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

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要求“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

压、长震慑”，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让腐败付出惨重

代价，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明确“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靠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强调“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

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持续开展思想道德和

党纪国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理想信念、严守纪

律规矩、严格家风家教，涵养正气、提高觉悟。经过不

懈努力，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

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让广大党员、干部因敬畏

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标本兼

治的叠加效应、综合效能持续放大，反腐败斗争的主动

性、系统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有机整体。三者不是简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

孤立的三个环节的排列，而是有机统一、环环相扣的，

体现了内因和外因、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不敢腐，

侧重于惩治和威慑，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不能腐，

侧重于制约和监督，解决的是腐败机会问题；不想腐，

侧重于教育和引导，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不敢腐

是前提，为“不能”“不想”创造条件；不能腐是关键，巩

固“不敢”“不想”的成果；不想腐是根本，实现“不敢”

“不能”的升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就

要把防治腐败作为系统性工程，把“全周期管理”理念

方式贯穿反腐败斗争全过程，推动三者同时发力、同向

发力、综合发力，增强三者的关联性、耦合性、协同性，

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

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使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一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

成效。

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答题”，是我们

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新征程上，始终保持

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不断实现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推动惩治震慑、

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就一定能全面打赢反腐

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

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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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9日电 （记者张洋）19 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通报 2022 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

查、审查调查情况。2022 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 32.2 万件，处分 27.3 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 21 人。

通报显示，2022 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

收信访举报 175.2 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73.9 万件，谈话

函询 15.1 万件次，立案 32.2 万件，处分 27.3 万人（其中党

纪处分 22.7 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 21 人，厅局级干部

1237 人，县处级干部 1 万人，乡科级干部 3.4 万人，一般干

部 3.8 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 18.9 万人。

根据通报，2022 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

“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85.5 万人次。其中，

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 57.6 万人次，占总人次的

67.4%；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21.7 万人次，占 25.4%；运用

第三种形态处理 2.9 万人次，占 3.4%；运用第四种形态处

理 3.3 万人次，占 3.8%。

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 27.3 万人
包括 21 名省部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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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里苑小区停车难，难住了居民和物业，

仅凭东里社区解决不了，问题上报至所在的河

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东里街道。

“咱们今天的‘红色联盟’联席会，大伙敞

开天窗说亮话，有难题一块商量着办。”东里街

道党工委书记葛国力开门见山。

“红色联盟”是石家庄市依托基层党建联

结，实现街道社区与辖区单位共建共治的一种

机制。依托于此，现场来了东里苑小区居民代

表、社区干部、物业代表和辖区内一家商业综

合体代表。大家面对面，议难题。

“小区停车问题困扰我们多年了，车全挤

在小区的过道，走路就是在车缝儿里钻。”居民

李阿姨心直口快。

“光是因为停车就起了不少纠纷。”居民

王大爷紧随其后说，“搬小板凳占车位的，私

装 地 锁 的 …… 为 抢 一 个 车 位 ，眼 看 都 要 动

手了。”

东里苑小区是一个回迁小区，小区实际居

住 2100 余人，可地上地下都没有停车场。物

业经理武剑侠坦言：“各有各的难。以前尝试

过在小区门口安装道闸，限制过多车辆停进小

区。但业主的车进不来，直接横在小区门口

了，堵出更多麻烦。”

葛国力和东里社区干部边听边记，鼓励大

家发言。

“就是因为私家车把小区过道都占了，电

动车没地儿停，居民只好搬上楼。搬上楼充电

就有火灾隐患。着了火，连消防车都进不来，

因为消防通道都被私家车占了。”居民狄阿姨

的话，让大家心头一紧。

武剑侠一脸无奈，接过话茬：“之前物业联

合社区，也和紧邻小区的商业街协调出部分车

位。但商铺自身也有停车需求，空地不多，还

是不够业主用。”

该提的问题提了，究竟怎么办？大伙不禁

议论纷纷：“停远了，确实是不方便呀”“停在商

业街上，还是得靠抢”……

忽然，有人问了一句：“商业综合体的停车

场，能给小区居民用用不？”

峰回路转。“我们是商业车位，按理说是服

务商场客人的，但作为成员单位，我们愿意尽

力一试。”综合体副总经理魏小波说。

听到这里，街道、社区干部和居民们希望

重燃。但每月 400 元的市场停车价，居民接受

不了。“价格上是否还能让点儿？”居民代表们

直击最关心的问题。

当天，魏小波召集财务、安保等人员，经几

轮研究、商量，最终划定了 100 个停车位给小

区居民，价格每月 260 元。第二天，不少小区

居民就乐呵呵地办理了停车手续。

“汇民智，解民忧。”葛国力说，“你一言我

一语，总能迸出智慧火花。”

“现在每天下了班可以直奔自家车位，不

用悬着心到处找位置，这种幸福感真不是语言

可以形容的。”小区居民吴女士说。

石家庄市桥西区东里街道围绕社区停车难集思广益—

面对面商议 实打实解决
本报记者 史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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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贺兰山东麓，平整的大地一片青绿，

田里的玉米刚刚抽穗，迎风拂动。若非亲眼所

见，很难相信这一大片耕地，去年还是一处坑

洞遍地、扬尘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废弃砂石矿。

砂石、石膏等矿区曾一度遍布宁夏多地。

随着矿区关停，无数沟壑纵横的矿坑在青山绿

水间留下道道疤痕。2019 年，宁夏开启对废

弃矿区的集中整治，近万亩废矿经过修复、复

垦成为耕地，取得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赢。

生态修复——

废弃矿区变耕地

沿着黄河宁夏段最大支流——清水河驱

车向前，距离河滩不远，是中卫市海原县三河

镇六窑村的一大片玉米地。村民张国强正将

一桶有机肥倒入滴灌用的水箱里。

“ 这 地 已 经 养 了 两 年 ，肥 力 还 不 错 。”张

国 强 告 诉 记 者 ，这 片 耕 地 所 在 的 位 置 ，由 于

拥有优质的砂石资源，1500 亩土地上曾分布

着大大小小的砂石矿、石膏矿等，10 多米深

的矿坑随处可见。“以前每年要挖掉 10 多万

立 方 米 的 砂 土 。”六 窑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葸 铎 介

绍 ，这 导 致 六 窑 村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地 下 水 位

下降。

六窑村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宁夏多地都

曾 受 到 采 砂 挖 石 带 来 的 生 态 恶 化 之 苦 。 在

距 六 窑 村 近 300 公 里 的 吴 忠 市 盐 池 县 冯 记

沟乡雨强村，几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遗留下

来 的 废 弃 砂 矿 一 度 让 村 民 头 疼 不 已 。“矿 区

附 近 就 不 能 靠 近 ，不 是 大 坑 就 是 砂 堆 ，一 碰

到刮风天，沙子满村飞。”雨强村党支部书记

杨云说。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宁夏自

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崔奇鹏介

绍，2019 年宁夏对废弃矿区的生态修复利用

按照耕地优先、因地制宜原则，鼓励各地在条

件具备时进行修复。

“ 去 年 对 雨 强 村 2500 亩 废 弃 矿 区 进 行

修复时，草地原本也是其中的选项。”盐池县

自然资源局局长王军告诉记者，局里的工程

师实地勘察时，发现已有村民在该矿区自发

种 植 小 麦 、玉 米 等 粮 食 作 物 ，且 长 势 不 错 ；

进 一 步 勘 察 发 现 ，该 片 区 域 确 实 适 宜 成 为

耕 地 。“ 我 们 向 县 里 建 议 ，申 报 修 复 成 耕

地。”王军说。

耕作层的修复和培肥成为耕地恢复的关

键。“先就地取材，用土堆和砂石将矿坑填平，

再取一些表皮土进行覆盖。”海原县自然资源

局生态修复室主任马自良介绍，铺上 40 到 50
厘米厚的覆盖层，并施加农家肥、有机肥等进

行翻耕、精耕，土壤有机质和通透性增加到一

定程度后，就能作为耕地使用了。

保持水土——

防风固土巧利用

“矿区变成的耕地无偿交给村里，村集体

每年可以多出 30 多万元收入。”2020 年 5 月，

海原县自然资源局将清水河畔废弃矿区修复

而成的 1500 亩耕地移交给六窑村，葸铎表示，

村集体将这片耕地流转给种粮大户，流转收入

用于全村分红。

“把废矿坑填平复垦成耕地，乡亲们看着

都美滋滋的！按种植玉米计算，这 2500 亩地

每年产量将近 1500 吨。”杨云介绍。

在海原县，清水河畔的矿区于 2020 年 4 月

修复成耕地后，河水泛滥成灾的情形再未发生

过，地下水位也在上升。

“之前一发洪水，矿区的砂石堆就成吨被

冲走。”葸铎介绍，修复成耕地时，矿区四周也

进行了边坡改造，种上了树苗和草坪，用以防

风固沙、涵养水土，耕地本身也能防风固土，减

少地质灾害隐患。

在贺兰山下的宰牛沟，周围的缓坡有明显

的修复痕迹。“这些缓坡都曾经是矿坑边坡，我

们对这些边坡进行了分层和坡度放缓。”银川

市贺兰县自然资源局项目办主任李文学介绍，

经过填平、恢复、耕种，宰牛沟废弃矿区修复成

1700 多亩耕地，“周围的边坡我们刚撒上了草

籽，过阵子就会长满芨芨草。这些矿区边坡进

行绿化改造后，能有效阻拦山洪、泥石流，同时

将防止沙尘对耕地的袭扰。”

长远保护——

政策配套共管护

恢复的耕地要保护好，需要水利、生态等

方面有相应的配套。宁夏近年来修建的水利

工程，让数百公里外的黄河水有望成为各地废

弃矿区恢复成耕地的灌溉用水。目前，宁夏各

地的废矿恢复整理项目已引入竞争性评审机

制：自治区根据各县、区的配套力度、项目实施

可行性等，由水利、自然资源、农业等部门专家

评审决定是否立项。

海原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彦宝介绍：

“我们为新改造的农田铺设了滴灌管道，减少

灌溉浪费。”在宰牛沟，在雨强村……几乎每一

处废矿修复耕地的项目上，滴灌、喷灌等节水

灌溉设施都已经完成铺设或正在铺设。

“县里出钱为这片农田铺设了滴灌管道，

减少灌溉浪费。”清水河畔，张国强畅想着将来

用上黄河水的情形，“黄河水和地下水一样宝

贵，坚决不能浪费！”

在盐池县，新增 2500 亩耕地产生的增减

挂钩指标用于跨省交易，交易收益接近 5800
万元。按照初步计划，收益中的一部分将用来

进行耕地管护和平整。“这能激励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废矿恢复耕地和长期管护。”王军表示，

只有从配套设施、投入资本等方面共同发力，

才能让耕地保护形成长效机制。

宁夏集中整治废弃矿区，新增耕地近万亩—

复垦归田，粮食生态双“丰收”
本报记者 张 文

2019 年起，宁夏开启了
对废弃矿区的集中整治，近万
亩废矿经过修复、复垦成为耕
地。哪些地方适宜进行修复
改造？修复完成的耕地，如何
长效保护利用？宁夏进行着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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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乡村·翁基古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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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隐于云海之间，万亩茶林翠色

欲滴。翁基古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

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芒景村，被景迈山环

抱。适应多雨气候的干栏式建筑，历经风

雨后尤显古朴静谧。

这里生活着不少布朗族群众，村民

大多以种茶为生，屋顶上一芽两叶的图

腾诉说着与茶的渊源。春季茶叶初绽，

漫山新绿，悠长的采茶调子在密林间回

荡；夏季云雾变幻，晚霞映照下炊烟袅

袅；秋季茶树花盛开，茶农

在层层浓雾中手指翻飞，

采摘茶叶；冬季也有花朵

绽放，为深绿的景迈山添

上亮色。

近年来，村里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加强古村落保护，优质的古树茶越销越

好，文化旅游逐渐兴起，村民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图①：群山环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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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沐浴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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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孩童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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