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澈的泉水流入水田，稻田养鱼、稻田养

虾分布其间。最近，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

自治县勐省镇芒阳村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计划今年“十一”假期对外开放。沿

着乡村步道前行，来到生态农业产业区，连片

的甘蔗、火龙果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看着自

己参与设计的村庄规划落地，沧源县总工会

副主席罗国东很高兴。

近年来，云南省持续推进“干部规划家

乡行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抽出时间回家

乡 、进 村 庄 ，帮 助 村 庄 开 展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

云南省委组织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等 9 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的通知》，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利用好节假日

回乡参与村庄规划，预计明年完成村庄规划

编制。同时，云南组织部门专门发文，明确

干部所在单位要保障 3—5 个工作日支持干

部回乡参加“干部规划家乡行动”，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

有温度
梳理分析村庄发展现状、资源

禀赋等，统筹整合全村空间资源

“老罗，周末有时间回来一趟，给咱村发

展好好谋划谋划！”

“没问题！”接到芒阳村党总支书记田俊

强的电话，罗国东爽快答应下来。

2018 年 12 月，临沧市在云南省率先开展

“万名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组织全市 2.6 万名

临沧籍公职人员利用节假日回到农村，对城

市、乡（镇）集镇规划建设范围以外的 6511 个

自然村进行规划。

“把家乡建设好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让我们有机会将乡情乡

愁融入家乡规划之中。”从芒阳村走出去的干

部共有 31 人，热心的罗国东被推选为牵头

人，协调其他干部为家乡规划出谋划策。

2019 年 7 月的一个周末，罗国东和其他

回乡干部回到村里，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开

了一场碰头会，对村子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

和优劣势进行梳理分析。

芒阳村面积 25.37 平方公里，下辖 9 个自

然村，分布在海拔 800—1200 米的大山之中，

村组较为分散是村子发展最大的劣势。但芒

阳村紧挨耿沧二级公路，距离相邻的耿马傣

族佤族自治县只有 30 公里，离沧源机场仅 15
公里，耕地面积近 1 万亩，还有两股山泉穿村

而过，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明显。

罗国东此前去外地学习考察时，曾看到

有地方发展田园综合开发体验园。结合沧源

县整体规划，他提出把芒阳村划分为乡村旅

游和农业产业园两大片区，打造农旅融合美

丽乡村。

“先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把

连接两大片区的 10 公里村组道路硬化，同时

做好雨污分流，再沿路种植蔬果鲜花，让游客

穿行在果蔬飘香、鲜花盛开的美丽村庄。”罗

国东的建议得到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的认同，

村子发展有了新前景。

据了解，芒阳村将回乡干部、村两委成员

和村民代表纳入规划编制组，统筹整合全村

空间资源，共同绘制村庄发展的美好蓝图。

“回乡干部政策熟、思路宽，他们给村庄发展

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田俊强说。

临沧市的探索为云南省全面推进“干部

规划家乡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 年 4
月，云南省委组织部、省自然资源厅等 9 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干部规划家乡行动”

的通知》，积极动员在外工作的干部回家乡

参与村庄规划编制，为推动乡村振兴出力。

讲科学
干部与技术人员实地勘探、

敲定细节，避免规划“水土不服”
“千村一面”的问题

乡村发展需要科学的空间布局做保障。

“很多村庄的产业项目难以实施，根本原因在

于村庄发展重建设、轻规划，导致项目难以落

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三级

调研员黎贤强分析，由于缺少规划意识，农村

私搭乱建、无序建设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要将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用

地布局、村庄建设统筹到一张规划图上，编制

‘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将村庄规划

作为开展乡村建设的依据。”云南省自然资源

厅副厅长赵乔贵说。

回乡干部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而规划

编制涉及专业技术领域，如何确保规划编制

的科学性？

一方面，村级规划编制组由回乡干部、村

党组织成员、村民代表和技术单位人员等组

成，避免了技术单位“闭门造车”、规划“水土

不服”“千村一面”的问题。同时，规划编制成

果需要经乡镇党委、政府同意后，报县级部门

审批无误，才可上图入库。另一方面，云南省

“干部规划家乡行动”项目办总结了“7 个环

节 28 个步骤工作法”，把相关政策和技术要

点等纳入回乡干部教育培训计划。截至目

前，全省累计开展相关培训 6196 场次，培训

人数 62.3 万余人次。

参与“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后，罗国东先

后参加了牵头人培训、规划编制培训等 6 次培

训，并与技术单位人员在田间地头实地勘探，

现场敲定规划细节。历经一年，芒阳村的规

划图才得以敲定，最终成功通过所在县审批。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仁

寿村紧邻异龙湖，过去曾经是个渔村。在村

庄规划编制中，该村将村庄规划与异龙湖保

护治理规划相衔接。“我们按照村民代表提出

的建议，把过去打鱼的场景做成墙体彩绘，在

废弃的渔船上种花种草打造景观，建设群众

休闲广场。”回乡干部、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石

屏分局副局长王祖平说。

“一份好的规划，不仅要有专业意见，更

要满足群众期盼，帮助群众把对家乡发展的

美好愿望变为村庄规划的美好蓝图。”云南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勇毅说。

能实施
通过现场督查、同台竞技、专

家评比等方式，真正评出实用管
用的好规划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确保村庄规划现

实可行，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步。

红河州建水县新房村是“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近年来，部分当地村民新建房屋风格

各异，对村子的传统风貌造成一定影响。云

南农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倪金卫是新

房村人，在他的建议下，当地在村庄规划中科

学 划 分 出“规 划 建 设 区 ”和“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区”，对新建房的面积、层高、风格、色彩等进

行详细规定，既保护了传统文化，又满足了村

民新建房屋的需求。

为了推动规划落地，红河州把“干部规划

家乡行动”纳入“擂台比武”，通过现场督查、

同台竞技、专家评比等方式，真正评出实用管

用的好规划，同时对表现突出的村（社区）给

予树苗、水泥、路灯或以奖代补等奖励。

作为推动规划落地的重要一环，仁寿村

积极推进村庄违规建筑整治。王祖平响应村

两委号召，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拆除自家的

旱厕。2021 年，仁寿村共拆除各类危旧房和

旱厕等 2800 平方米，新建便民服务广场 2 个，

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借助‘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的契机，红河

州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和‘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5 个专项规划，让乡村规划工作有

了重要抓手。”红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丁航说。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据

了解，云南省专门组建了由省委组织部、省自

然资源厅担任双组长，省发改委、财政厅、乡

村振兴局等部门担任成员的项目组，16 个州

市成立领导小组，有力统筹行动开展。云南

计划用 3 年时间，按照 2021 年底前完成 30%、

2022 年底前完成 40%、2023 年完成其余 30%
的进度，完成全省行政村、农村社区村庄规划

编制，推动全省乡村地区高质量发展。

图为石屏县异龙镇大水村。王永清摄

云南省持续推进“干部规划家乡行动”，预计明年完成村庄规划编制

干部参与规划 拓宽发展思路
本报记者 叶传增 徐元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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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云南省把村庄规划作
为开展乡村建设的重要基
础，在全省开展“干部规划
家乡行动”，以乡情乡愁为
纽带，发挥干部熟悉政策
等优势，组织动员干部为
家乡建设出谋划策，推动
人才资源下沉，助力乡村
规划建设。

■干部状态新观察R

不久前，记者到吉林省四平

市西关社区采访，得知今年是社

区党委书记王岩石在一线工作的

第二十个年头。问及感受，王岩

石说：“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想打

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既要

苦干实干，也要会使巧劲。”

西关社区是物业弃管的老旧

小区，18 栋楼、1800 多名居民的

大事小情，全部由 9 名社区工作

人员负责。

“我家楼上漏水了，但他们几

个月前就搬走了，这咋办啊？”刚结

束对独居老人的电话巡访，又接到

社区居民打来的求助电话。问明

情况，王岩石打开数字系统，调取

电子档案，迅速联系到漏水房主，

商定维修事宜。不到 5 分钟，人在

办公室，就解了居民一桩烦心事。

“效率高，服务到位。”看到微信里居民的点赞，王岩

石难掩欣喜。

啥是数字系统？王岩石给记者做了演示。这套系统

由西关社区自创，每户居民都有电子档案，6 台电脑内网

联机，当工作人员登记巡访信息、居民需求时，其他电脑

同步显示、信息共享。相较于纸质文档，电子信息更新及

时、查找方便，“找电话号码，再也不用一页页翻了”。

巧干，需有巧心思。2019 年，王岩石着手建立数字

系统，“一开始就是把之前社区统计的居民基本信息录入

电脑。”3 年里，他没事就琢磨还有哪些提升空间。制作

楼宇住户平面图，通过整理已有信息，对空房、独居老人

等进行标记，重点关注，一目了然。图表制作、数据分析，

样样要技术，可社区缺的也是技术。通过社区年轻干部

上网自学、请教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员，技术问题在一点点

解决，数字系统建设也在一步步推进。

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把实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基层干部既要多跑苦干，也要靠技术、花心思、

巧借力。改进社区管理和服务方法，学会整合多种资源，

既能提升工作效率、减轻不必要的负担，又能打通城市治

理的“最后一公里”。

（作者为本报吉林分社记者）

栏目投稿邮箱：yxxz849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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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居民提供
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基层干部既要多跑苦
干，也要靠技术、花心
思、巧借力

■一线行走R

本报北京 8月 2日电 （记者张璁）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化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

个规定”，坚决防止说情打招呼、干预插手案件等积弊顽疾反

弹回潮，从源头上防止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发生。上半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

事项 75922 件。其中，最高检填报 339 件，省级检察院填报

2888 件，市级检察院填报 15815 件，基层检察院填报 56880 件，

分别占比 0.4%、3.8%、20.8%和 75%。

据了解，记录报告内容绝大多数是了解案件进展以及对

检察工作的监督督促。其中，反映情况、了解进展、督促依法

公正办案 70601 件，占比 93%；反映干预、插手检察办案 1166
件，占比 1.5%；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与案件当事人、律

师等接触交往 4155 件，占比 5.5%。

数据显示，检察人员被记录占比下降。从被记录人员所

属单位类别看，非检察机关人员 68105 人，占比 89.7%；检察机

关人员 7817 人，占比 10.3%，较去年同期下降 3.9 个百分点。

最高检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组织开展对“三个规定”

填报中被记录报告检察人员的专项核查工作，并建立常态化

工作机制，形成“记录、甄别、核查、追责、通报”工作闭环。

上半年检察机关“三个规定”落实情况发布
记录报告过问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7.5万余件

本报杭州 8月 2日电 （记者窦瀚洋）“盆景园开放后，游

客多了，老百姓赚了钱，村集体增收了，真要好好感谢巡察

组。”浙江金华义乌流里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楼顺鑫

不禁点赞。

原来，流里塘村一直有培育盆栽的传统，但村民各自发

展，产业带动作用不强。去年，金华市委开展“百村巡察”活

动，向义乌市委派出巡察组。流里塘村党总支以巡察反馈问

题整改为契机，拿出两处闲置用地打造盆景园区。如今占地

7 亩的盆景园一期逐渐成形，今年 5 月 1 日试开园以来，吸引

近 2.3 万名盆栽爱好者前来，园区月收入达 10 万余元。

围绕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近年来，金华市委不

断强化政治监督。去年，在全市 3240 个村（社）巡察全覆盖基

础上，市委统筹对全市 100 个软弱涣散、集体经济发展滞后的

重点村（社）党组织开展巡察“回头看”。今年，又将“百村巡

察”作为新一届县（市、区）党委首轮巡察的重中之重，将巡察

对象扩大到 572 个村（社）党组织。

在巡察过程中，金华市着力构建“市推进，县主责，乡、村

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工作体系：“巡前”组织各级干部

下沉走访接访，召集相关部门协调碰头；“巡中”采取多种手

段，实行网格员、低保户等重点人员走访谈话全覆盖；“巡后”

交出“一报告四清单”，实行市县乡村四级反馈整改。

据了解，通过两轮“百村巡察”，金华市已累计开展个别谈

话 9760 人次，入户走访 4100 余户，化解信访 1236 件，党纪政务

处分 38 人，移送司法处理 13 人，清退、追缴资金 500 余万元，有

力地为推进共同富裕构建清朗生态、积蓄发展动能。

深化廉政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金华推进“百村巡察”专项行动

本版责编：季健明 徐雷鹏 李林蔚

“以前到了夏天，停车后在驾驶室休息，

太热了。现在有了‘暖心之家’，环境清凉，还

能洗澡洗衣服。”夏日炎炎，在四川省宜宾市

传化物流园区，货车司机温庭彬刚停好车，就

来到“暖心之家”休息。

货车司机群体常年奔波在运输一线，为

畅通经济社会循环、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了

积极贡献。从 2021 年底开始，在四川省委组

织部、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指导支持下，

四川交通部门全力打造“暖心之家”，并以此

为载体，加强货车运输领域的党建工作。

围绕党组织“怎么建”，四川根据道路货

运企业、互联网货运平台企业、个体货车司机

流动党员不同情况，全覆盖建立健全道路货

运企业党组织 489 个，建立货车司机流动党

员党支部 438 个，17546 名货车司机党员入列

归队。

除了陆上，今年 6 月，四川泸州港国际集

装箱码头“暖心之家”也建成投用。泸州港相

关负责人介绍，“暖心之家”不仅能为过往船

舶提供应急救助、预约维修等服务，同时还可

以为船员提供超市购物、医疗、快递收发、救

生设备供给等多功能、全方位、一站式的后勤

保障服务。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暖心

之家”聚焦货车司机急难愁盼问题，以党建为

引领，集党务、政务、法务、生活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更加注重贴近司机需求。截至目前，四

川全省已建成“暖心之家”14 个，累计为货车

司机提供党群服务、休息、信息查询等综合服

务 2.09 万余人次，“住宿贵”“吃饭难”等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到 2025 年，四川计划建成 37
个“暖心之家”，基本实现主要货运通道和货

运枢纽（物流园区）全覆盖，让更多的在途货

车司机不再“以车为家”，真正拥有舒适的休

息环境。

四川交通部门加强货运领域党建工作

建“暖心之家” 解急难愁盼
本报记者 宋豪新

为有效应对高

水位常态化带来的

新挑战，近日，北京

市密云水库综合执

法大队开展保水专

项执法行动，采取

错峰执法、多轮次

执法的方式，严厉

打 击 涉 水 违 法 行

为，保障密云水库

水质安全和周边秩

序。图为执法队员

正在水库巡逻。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守护
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