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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凛冽，寒气袭人，漫天雪花，纷纷扬扬

向大地飘洒。起伏的山峦、无边的荒原……青

藏高原不少地方，改换银装，尽显苍茫。然而，

它们再也无法与那个熟悉的身影重逢了。

深夜的西宁，分外寂静。青海省委组织部

办公楼，那盏长明的灯没有亮起，熬煮中药的

瓦罐再也不会散发幽香。

6 月 11 日，星期六。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朱治国忙碌如常，匆匆吃完早饭，还没出门

就拨通了工作电话。突然，他感到胸口憋闷、

呼吸困难，救护车呼啸而至……

年仅 43 岁的朱治国，再也没有醒来。

“党让干啥就干啥，接
过来就必须干好！”

这 是 朱 治 国 生 前 最 后 两 个 月 的 工 作 日

程——

4 月，开始筹备青海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连续 30 多天吃住在单位，每天工作到深夜一

点；5 月底，党代会闭幕，随即投入到青海省十

三届人大八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又是经常废

寝忘食；6 月，率队到平均海拔超过 4200 米的

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忍受着高海拔缺氧带来

的头痛、失眠，每天马不停蹄地调研、座谈……

“‘休息’二字好像与他无缘，只要和他联

系，他几乎都在工作。”海南藏族自治州委常

委、秘书长司吉昇含泪告诉记者。

“经常看到他放在办公室来不及拿回家的

行李，经常听到家人催他回家吃饭的电话，经

常看到那盏似乎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灯。”青海

省 委 组 织 部 干 部 二 处 干 部 姜 萍 眼 中 泛 着 泪

光说。

个头不高，一副金属框眼镜挂在有点娃娃

气的圆脸上，可亲可敬。

“小身板蕴藏着大能量！”这是同事们对他

一致的评价。

长期的劳累，让朱治国的身体每况愈下。

许多人不理解，问他：“你天天没日没夜干，图

个啥？”他严肃地说：“党让干啥就干啥，接过来

就必须干好！”

从柴达木盆地东南隅的小城都兰，到荒漠

戈壁上拔地而起的新城格尔木，再到省城西

宁；从怀抱一腔热血扎根基层的大学生干部，3
年内成长为格尔木市郭勒木德乡（现郭勒木德

镇）党委副书记，再到青海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主任，后来又任副部长，朱治国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干的。

“村（社区）换届选举工作马上要启动，我

们去村里看看。”2020 年 12 月 31 日，时任青海

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的刘志德接到朱治

国电话。

两人驱车来到海东市，避开县城周边，专

挑山沟沟钻，不定路线，见村就看。3 天时间，

行程 1500 公里，走了近 50 个村。每晚 9 点，朱

治国会将当日发现的薄弱环节编辑成短信，发

给全省市州组织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

“2021 年村（社区）换届，时间最短、效果

最好，平稳、圆满！”刘志德说，“不管是领导还

是下属，只要听说某件事是朱部长负责，心里

都放心得很。”

时间是一杯水，对事业投入多一些，留给

家人便少一点。

“他有着 2 倍速的工作效率，有着 2 倍速的

学习方法，有着 2 倍速的生活节奏，却没想到，

也以 2 倍速离我们而去……”朱治国去世后，

他 16 岁的儿子在朋友圈写下这段文字。

朱治国母亲的手机里，至今仍存着母子最

后一段对话：“喜喜（乳名），今天出差回来了

吧？晚上回家吃饭吗？”“妈妈，我不回了，还有

工作。”

71 岁的母亲翻看手机时泪流满面：“出差

完，他没有一次直接回家，在办公室睡坏了 4
张行军床。”

“每天准时去上班，从来不会准时回来。”

母亲抹了一把泪说。

2019 年，朱治国任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大家打趣说：“您当处长时忙，当了部长更

忙。”他回答：“级别越高，责任越大，工作就越

多啊！”

朱治国 18 岁入党，党龄比工龄更长。他

用日复一日的行动，诠释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对事业的无限热爱。

“实事求是，是党性问题。做人要实，干工

作更要务实。”这是 2021 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

时写在笔记中的话。

“少说‘干不了’，多想
‘怎么干’”

朱治国分管基层党建，乡村振兴是他最关

注的事。

走进西宁市城北区陶北村，靓丽别致的新

居、整洁笔直的村道，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陶北村党总支书记陈俊良身穿笔挺西装，意气

风发。然而，几年前，他却愁得“晚上吃安眠药

都睡不着”。

2017 年，陶北村因“城中村”改造项目，计

划整村迁移到安置小区。环境虽好，但村民却

不乐意：“搬得起，住不起，土地没了，生活没着

落。”意见汇总到陈俊良这里，他心里乱：“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没地可咋整？”

彼时，朱治国正牵头实施全省村集体经济

“破零”工程。陈俊良在一次会上碰到朱治国，

请他支支招。“你们村的情况我了解，最重要的

是党员要首先拧成一股绳。另外，何不试试

‘飞地经济’？”朱治国一语点醒陈俊良。

“只要是基层组织强的村，发展就好。”陈

俊良回村就召开党员大会，理清党员职责，强

化管理监督，号召党员对群众开展一对一帮

扶、走访、慰问等，真正让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

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党员拧成一股绳，干事创业有了精气神。

陶北村流转其他村的 870 亩河滩地，建起了旅

游小镇，在朱治国指导下，村集体经济从此前

的 24 万元跃升至 2021 年的 260 万元。

朱治国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牵头制定出

台《关于实施全省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的指

导意见》，提出了集体股份分红型、盘活集体资

产型、利用集体资源型等 7 种发展模式，高效

推 动 中 央 财 政 扶 持 资 金 落 地 见 效 。 2020 年

底 ，青 海 省 行 政 村 村 集 体 经 济 全 部 实 现“破

零”。2021 年底，村集体经济收益达到 10 万元

以上的村占比 60.9%。

“少说‘干不了’，多想‘怎么干’。”朱治国

事后总结说，“解决问题，战略层面要看容易

些，战术层面要看困难些。”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支撑。

村干部文化素质不高、服务能力弱，是村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效发挥的一大“瓶颈”。

“部分基层干部素质不高是个老问题，以

前除了培训，似乎别无他法。”青海省委组织部

组织一处处长薛成龙说。

朱治国主动担责，提出并大力实施村干部

学历素质提升工程。2019 年，青海省委组织

部与青海开放大学联合举办村干部学历提升

大专班，采用“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80%的

学费由市州和县市区承担，让 3200 余名村干

部走进校园，提升文化素质和履职能力，为乡

村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 名 毕 业 生 动 情 地 说 ：“ 我 家 祖 祖 辈 辈

没出过大学生，我做梦也想不到还有机会上

大学。”

青海开放大学党委书记庞晓玲忆起当年

朱治国率队赴湖南考察的场景，仍会落泪。

“湖南是农业大省，课程、教学资源丰富。头

一 天 夜 里 10 点 多 到 ，第 二 天 上 午 参 加 座 谈

会，中午 12 点就往回赶，一刻都不停啊。”庞

晓玲含泪讲述，“朱部长协调湖南开放大学免

费提 供 资 源 ，引 进 的 教 材 很 多 ，一 个 人 都 搬

不动。”

研究制定《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若干意

见》等多个高质量指导性文件；谋划推动青海

省“组织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和“党员教育工作

体系化建设”；推动提升“两新”组织党的组织

和工作“两个覆盖”；深度参与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党史学习教育……许多工作，都能见到朱

治国的身影。

每年年底青海省委组织部的目标考核大

会，业务处室负责同志要面向所有干部述职，

朱治国每次都主动登台，不拿一支笔、不带一

张纸，条分缕析、深入细致。

朱治国去世后，家人到单位领取遗物。本

以为他工作忙，没时间收拾办公室，同事特意

多叫了几个人帮忙。没想到，一进房间，四五

十本工作笔记整齐摞着，每一本都字迹工整；

柜子里个人物品与单位资料公私分明；用过的

手机、U 盘等分门别类放到几个筐里。

“周到、细致”“对工作，他心里有本账”“干

事有章有法”“敢担当、会担当”……同事们这

样评价他。

“手中的权力是党和
人民赋予的‘责任田’，不
是‘自留地’”

“每天看到朱部长绷紧了发条工作，却不

知道他家里情况那么糟糕……”青海省委组织

部一名干部回忆起来，泣不成声。

朱治国妻子 2013 年查出肺癌，常年卧病

在床。

繁忙的工作之余，哪怕有一分钟时间，朱

治国也要照顾妻子。

有一次，妻子想吃橙子，但因病情严重只

能吃流食。于是，朱治国徒手挤橙汁，憋得脸

通红。同事知道了，建议买个榨汁机。“不行，

果肉打不碎，会呛着！”朱治国说。

每早出门前，朱治国总会把妻子一天三次

要吃的药分好，放到小杯子里，还细心地贴上

标签。只要不加班，朱治国晚上就陪护妻子，

替她搓背、按头。

朱治国妻子患病后，医药费成了沉重负

担，银行卡余额捉襟见肘，朱治国瞒着亲人，把

房子卖掉，给妻子治病。

2021 年下半年，朱治国在中央党校学习，

每日一记。9 月 24 日，他只写下 6 个字：“今日

不记，揪心。”那天是妻子做复检的日子，病情

不乐观。

2022 年初，与癌症斗争 8 年多的妻子不幸

离世。朱治国忍着悲痛，定下规矩：不收礼金、

不烧纸、不宴请。

朱治国最爱竹子。走进他简朴的家，客厅

隔断的玻璃上，是一丛翠竹。他的微信头像，是

一枚党徽配翠竹。桌上的水杯，刻着“以正治

国”4字。自始至终，朱治国对权力保持敬畏。

基层同志汇报工作，有时给他带点土特

产，他都当即回绝：“规矩需要大家共同维护、

共同遵守，我不能坏了规矩！”办公室按月收取

加班餐费，有一次出差，办公室人员替他垫付，

他出差回来后立即送还。

不仅是同事，家人和朋友也从未从他身上

获得一丁点的“好处”。

曾有一名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干部，因孩子

在西宁上学无人照看，想把在玛沁县工作的妻

子调回西宁。但他听说，朱治国的姐姐和姐夫

因工作原因两地分居，孩子常年两头跑。这名

干部汗颜，再未提起此事。

“ 手 中 的 权 力 是 党 和 人 民 赋 予 的‘ 责 任

田’，不是‘自留地’。”朱治国常常告诫下属。

在格尔木市政府办公室，有一名司机，是

朱治国十几年的好友。有人劝他：“没有功劳

有苦劳，找朱部长打个招呼，转个岗位，干啥都

比开车强。”老友了解朱治国的性格，断然回

绝：“他从不会用权力为朋友谋私利。”

“权力要用到老百姓身上！”朱治国常说，

他始终把基层需求放在首位，把群众要求记在

心间。

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副镇长麦日根曾与

朱治国共事。“每次下乡，他总能很快地和村里

的大爷大妈熟络起来，办公室有群众来时，他

会热心地端上一杯热茶，让大家放心地说自己

遇到的难题。”麦日根说，“老百姓都叫他‘尕’

书记，一是说他个子小，二是看他亲切，像是称

呼自己的孩子。”

2019 年初，玉树遭受雪灾。接到灾情报

告，朱治国第二天就赶到现场。有同事劝道：

“明天就是元宵节，过了节再去吧！”朱治国很

生气，“灾情揪心，怎么能耽搁？”

一落地，他就赶赴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看

望抗灾一线的党员干部职工，了解受灾情况，

晚上 10 点多回到房间就连夜起草灾情考察

报告。

当地干部说：“高寒缺氧，部长明天再写

吧。”朱治国却说：“想想冰天雪地里那些砸冰

铲雪、抢通道路、搬运饲草的基层党员干部，想

想眼巴巴等着救援的老百姓，我们加班熬夜写

报告算点啥？”报告写完，已是凌晨 5 点。

参加工作 20 多年，朱治国的足迹遍布青

海各地。从广袤的柴达木盆地到荒凉的青南

高原，从壮阔的大湖之滨到富饶的河湟谷地，

朱治国以勤勉浇灌信念，用担当书写忠诚，以

清廉恪守初心，用生命诠释使命，将一生献给

了党的组工事业。

“做人要实，干工作更要务实”
—追记青海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朱治国

本报记者 何 勇 刘雨瑞

不久前，农业农村部启动第

四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

科考队在湖北宜昌市葛洲坝附近

江面发现了首批江豚群，其中还

有 3 头幼豚。

在葛洲坝下游不远处的兴发

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内，郁郁

葱葱的绿化带沿着岸线延展。以

前 这 一 片 是 临 江 而 建 的 化 工 厂

房、仓库等，如今全部拆除搬迁，

腾出来的 800 多亩土地全部进行

绿化。“园区环境变好了，长江水

也一天天清澈起来，江豚也从‘稀

客’变‘常客’。”公司员工王瀚说。

近年来，宜昌着力推进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筑牢绿色屏障，确保

一江清水向东流。

在宜昌滨江公园灯塔广场，一

场长江大保护可持续实践艺术展

日前亮相。化工副产品磷石膏制

作的家具、数千个空矿泉水瓶搭建

的“水塔”……由废弃物制作而成

的展品，传递保护环境、低碳生活

的理念，吸引了广大市民参观。

“这里原来是磨盘港码头，拆

迁复绿后变身滨江公园，用来运

输砂石的龙门塔吊也被改造成秋

千。”宜昌市住建局副局长叶帮斌

介绍，眼下宜昌正在实施长江岸

线城区段生态修复治理项目，进

一步植绿复绿，扮靓滨江岸线。

今年以来，宜昌市启动长江

清江生态廊道建设行动。截至 11
月底，已完成两江生态廊道生态

保护修复任务 12.03 万亩、重要节

点绿化工程 24 项，建成绵延 25 公

里的城市滨江绿廊，完成 1677个入河排污口的整治工作。

走进宜昌华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

们正忙着调试新设备。这家主要生产工业级和电子级氯

化钡的化工企业，过去建在宜昌猇亭区的长江岸边。去

年 5 月，按照沿江 1 公里范围内“化工清零”的要求，公司

集中搬进宜都化工园。

“一期年产 12 万吨氯化钡项目已经投产，二期项目包

括纳米硫酸钡和硫化碱两条生产线，目前正处于试生产阶

段。”宜昌华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魏风云

介绍，一期项目中产生的尾渣，以及园区其他化工企业的

副产物，均可用作二期项目生产原料，实现循环利用。

化工产业是宜昌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宜昌推动沿

江 134 家化工企业“关停、改造、搬迁、转型”，最终实现沿

江 1 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清零”。全市精细化工企业占

化工产业产值比重由 2017 年的 18.6%提升到 2021 年的

40%以上，长江干流宜昌段出境断面总磷浓度较 2017 年

下降六成。

近日，《宜昌长江经济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十大行动

方案（2022—2025 年）》发布，宜昌将围绕推动降碳减污

协同增效、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引领、提升城乡绿色人居环

境等十大行动，重点谋划实施 50 个事项、60 个项目，推进

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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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时 40 分，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智慧治理中

心，网络理政办工作人员刘海打开业务系统，查看市民诉

求工单。浏览一遍后，他将市民诉求分类整理，并转派给

相关责任单位。他身旁的工位上，住建局、综合执法局、

卫健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分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开

始协同工作。这是新都区网络理政提级处置专班工作的

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网络理政诉求量大幅上涨。仅 9 月，各

类诉求总数就达到近 2 万件。”网络理政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如何高效处理这些理政诉求，尽快协调研判形成诉

求问题处置方案，让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得到

回应，成为摆在全区网络理政工作人员面前的一项课题。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坚持以建设让老百姓‘可感知、

有温度’的服务平台为宗旨，探索从体制机制创新出发，

今年印发了《新都区网络理政提级处置专班工作方案》，

扎实提升网络理政办理质效。”新都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张

翼说。

“按照以前的模式，大家在各自单位办公，一个诉求

转派到承办单位后，居民还要和业务科室沟通，再加上处

置和信息反馈，一般要 1 到 2 天才能处理完。现在集中现

场办公，遇到紧急问题，我们能第一时间和居民沟通，有

疑问马上现场协调，很多诉求 2 到 3 个小时就处理好了。

工作效率提高了，群众也很满意。”网络理政科工作人员

刘海说。

新都区上林苑小区附近没有菜市场和商超，居民物

资采买成为一件“烦心事”。接到市民诉求后，区网络理

政办迅速协调新都街道、蓉桂运业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诉

求。很快，小区居民便惊喜地发现，一条连接小区和金都

菜市的公交专线开通了。“现在每天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了，问题处理及时高效，我们很满意。”居民表示。

遇到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

“提级处置专班工作方案规定，对经部门会商后未形

成一致意见或承办单位落实困难的诉求，可以呈请区领

导专题研究协调。”新都区网络理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新都区人民政府各区级领导就相关网络理政

诉求批示达 1000 余件次，专题协调网络理政诉求办理 20
余次，就家装欠薪、小区无障碍通道规划、退休干部医保

费报销等问题形成了处置方案。

据统计，新都区提级处置专班运行以来，通过高效协

同、密切配合，累计协调处置相关诉求 500 余件；诉求办

理满意率由改革前的 95.3%提升至 98.5%，平均办理周期

由 3.1 个工作日压减至 1.35 个工作日，近 20%的诉求实现

现场协调处置，60%以上的诉求能够当日回复办结。

四川成都新都区

高效回应群众诉求
本报记者 王明峰

冬日的海南岛，阳光依旧灿烂。绿茵场

上，海龙足球队队员高日晓，身着 99 号球衣，

带球过人、抬脚射门，球进了！高日晓露出灿

烂笑容，飞奔至场边，他的队友也一个个竖起

大拇指，向他跑去。

这是一支无声的球队，他们还有另外一个

名字：海南聋人足球队。高日晓是最早入队的

队员之一，也是球队的副教练。

“1994 年那个夏天，电视里的世界杯足球

赛，点亮了我的人生。”高日晓回忆道，“当时我还

在海南特殊教育学校上学，连足球基本规则都不

懂，但那种全力奔跑的姿态，让我十分着迷。”

从特殊教育学校几个踢球的小伙伴，到组

建起一支正规的足球队，再到多次参加全国聋

人足球锦标赛并取得骄人成绩，海龙足球队在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奋力拼搏。

“健全人踢球时，喊和听非常重要，可我们

的球员既听不见，也讲不出，比赛时只能依靠

手势和眼神来传达彼此意图。队员们不断磨

合，吃了很多苦头，但没有一个人提出放弃。”

高日晓说，“虽然听不到彼此的声音，但我们都

热爱足球，也因为踢球，变得更加乐观积极，对

未来充满希望。”

拼搏成就梦想，这是足球教给队员们的人

生道理。换下球衣，队员们在各自的日常工作

中也同样出彩：高日晓成为一家单位物业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王强穿上外卖服，每天穿梭在海

口的大街小巷；黄世优在药厂生产线上工作，每

当碰到订单增加，总是主动留下加班……

“传球就是传递快乐。”如今，高日晓和队员

们又多了一项新活动，他们有空时就到特殊学

校去，为那里的聋人孩子教授通用手语，也常常

带上足球，与孩子们一起踢球。

“我的球衣是 99 号，代表着长长久久，希

望我们的球队能一直踢下去，希望足球带给更

多人梦想与快乐。”高日晓说。

海南海龙足球队

“无声”梦想绽放绿茵场
本报记者 丁雅诵

■追梦路上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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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海龙足球队队员在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图②：海龙足球队教练、特殊教育学校

体育老师梁其道在给小队员们示范动作。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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