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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里，大风呼啸，四川省巴中市

通江县胜利乡大营村党总支副书记彭泽

海裹紧了衣服往村外走。眼前，今年 1 月

26 日刚修通的水泥路宽敞平坦。

通江县地处大巴山腹地，群山连绵，

交 通 成 为 制 约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主 要 障

碍。2023 年以来，通江县人大常委会瞄准

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难题，10 多次深入一

线调研，并协调相关部门健全完善养护管

理机制。如今，全县农村公路已达 5000 余

公里，一套包括群众季节性集中养护、村

组分户分段承包养护等在内的公路养护

机制也逐步建立。

发现问题
农村公路基础薄弱，面临

资金不足等建设难题

大营村的水泥路于 2012 年修建，多年

来疏于维护，已略显破败。彭泽海以往每

次开车出行，总要经过许多沟沟坎坎。山

里路差坡陡，逢雨雪天，他都特别小心，

“就怕过一个沟沟，车子打个滑。”

通江县山高沟深，大营村是距离县城

最远的村之一，像这样的偏远山村如何破

解交通难题？2023 年 9 月开始，通江县人

大常委会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历时三

个多月，将“健全农村公路管养体系、解决

新的交通问题”作为调研课题，围绕农村

公路建设管理养护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时下最要紧的就是通村水泥路的修

建问题。目前，大营村已新修 4 公里水泥

路，剩余的 4.4 公里要抓紧落实资金。”常

往村里跑，通江县人大代表、胜利乡乡长

冯斌很清楚村里的情况。一旁，胜利乡选

区选出的县人大代表、通江县财政局预算

股股长彭大明将意见写了下来，补充说：

“还要对老路进行加宽加厚，修建排水沟

和护路挡板墙。”

过去，一些通村公路年久失修，有的

地方仅靠传统的铁索桥对外通行，村民出

行不便。听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天泉、

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军

仁等人组成的调研组来到村里，胜利乡观

音堂村村民杜兰峰连忙反映问题。

“一下大雨，河水一涨，铁索桥湿滑，

根本没办法通行。”调研座谈会上，杜兰峰

说，村里急需实施铁索桥改公路桥项目，

而 项 目 推 进 问 题 焦 点 就 在 争 取 专 项 资

金上。

“县里已经将‘索改桥’纳入了民生实

事 项 目 ，现 在 要 抓 紧 推 进 ，解 决 资 金 问

题。”调研组成员边回复边拿出纸笔记录

下来——农村公路面临资金和项目支持

的问题，要尽快研究解决。

收集完意见，调研组又先后到胜利乡

青龙山村、广纳镇檬子垭村调研农村公路

建设机制。

形成方案
召开专题会议，争取专项

资金支持水泥路改扩建

拿出调研记录，一组数据摆在眼前：

调研期间，调研组下乡调研 15 次，走访了

12 个 乡 镇 、38 个 村 ，收 集 意 见 建 议 280
余条。

县人大代表回选区集中听取民意时，

100 多名县人大代表收到了不少群众对农

村公路建设的意见。“一些村谈到了农村

公路建设维护的不足。”通江县人大常委

会机关党委书记张劲松说。

随后，一场专题会议在通江县人大常

委会召开。会上，调研组成员和县交通运

输局、财政局、农村公路管理局等部门的

负责人坐到了一起，商讨解决思路。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局 长 李 天 志 首 先 发

言。“今年，我们将加快修建进度，完成好

胜利乡 3 座铁索桥改公路桥的后期施工。”

李天志说，“针对大营村水泥路老化、年久

失修问题，计划争取专项资金进行维修和

扩建。”

“财政能否进一步给予支持？”调研组

询问。

“财政将梳理出专项资金。”县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说到这里，县农村公路管理局负责人

接过话茬：“农村公路要更好养护，才能长

期使用。而要养护好，首先就得完善县农

村公路养护的相关管理办法，还要健全养

护管理机制。”

结 合 调 研 情 况 ，吴 天 泉 也 发 了 言 。

“县人大常委会可以推动修订农村公路

养护的相关规则，针对农村公路的养护

机 制 问 题 ，进 一 步 调 研 梳 理 ，形 成 解 决

方案。”

专题会议结束，偏远山区农村公路建

设问题解决思路渐渐明朗起来。争取到

县财政局支持，县交通运输局研究确定了

施工项目，专项资金也很快到位。

测量公路尺寸，施工队进场，混凝土

搅拌声响彻山间。去年年底，随着项目资

金陆续到位，大营村的 4.4 公里水泥路开

始改扩建，观音堂村的铁索桥改公路桥项

目也加快推进。每天清早，彭泽海总要先

到施工队查看项目进展。很快，一层崭新

的水泥砂浆铺到了老路上，3.55 米宽的老

路扩建到了 4.5 米。道路两侧，排水沟预

留 在 靠 山 的 一 边 ，护 路 挡 板 墙 也 立 了

起来。

推动解决
发动各方参与，推动建立

农村公路多元养护机制

农村公路要能长期使用，离不开健全

的养护管理机制。专题会议结束，调研组

围绕建立多元养护机制继续深入调研。

来到兴隆镇三角村，村里一套发动群

众季节性集中养护公路的机制吸引了调

研组注意。每逢夏、冬季节，村里都会组

织在家农户带上扫把、拿着簸箕、手持铁

锹，前去清扫公路。

“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机制，其中

之一就是发动村民义务参与养护。”吴天

泉说，“这种养护属于预防性养护。”很快，

调 研 组 将 三 角 村 的 这 则 经 验 写 进 调 研

报告。

山里刚下过雨，养护队员雷太武就带

着铲子、小推车和扫把，到公路上清理碎

石。在兴隆镇翰林村，雷太武负责 5 公里

多的农村公路养护。每逢雨雪天气，他都

要第一时间去“巡路”。自 2020 年起，兴隆

镇就探索设立农村公路镇村养护运行机

制，镇里设养护站，村里设养护队，清理路

面碎石和杂草。“我们村一共 8 个养护段，

养护农村公路近 50 公里。”翰林村党委书

记杨永东说。

“这种建立养护队的做法，充分利用

了省市县财政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值

得推广。”吴天泉说。收集有益经验，兴隆

镇的做法也被纳入调研报告。

财政资金相对有限，如何鼓励社会资

金参与农村公路养护？杨永东介绍：“每

年年末，我们发动返乡村民捐赠资金，每

年能筹集到七八千元的护路资金，为养护

队购买一些劳动保障用品，支持村里组织

集中性养护行动。”

此外，民胜镇等乡镇设置护路公益性

岗位的有益经验，也被调研组吸纳进来，

通江县今年拿出 3700 多个公益性岗位用

于农村公路养护。“如今，我们正逐渐推广

群众季节性集中养护、村组分户分段承包

养护、公益性岗位养护和社会化资金支持

养护等多元养护机制。”袁军仁说。

前 不 久 ，一 场 农 村 公 路 管 护 流 动 现

场会在通江县广纳镇召开，开启了通江

县 农 村 公 路 养 护 管 理 模 式 改 革 试 点 。

“今年我们还将充分挖掘分户分段承包

农村公路养护的试点经验，逐步延伸到

全县 324 个村 5855 公里农村道路。”通江

县 农 村 公 路 管 理 局 局 长 蒲 志 学 说 ，“ 争

取农村公路养护公益性岗位资金投入达

1300 万元以上，破解当前农村公路管养

难题。”

四川省通江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调研，推动破解山区交通难题—

汇聚多方合力 护好农村公路
本报记者 王永战

本报北京 3 月 19 日电 （记者赵成）

3 月 19 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

追 赃 和 跨 境 腐 败 治 理 工 作 办 公 室 召 开

会议，学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精神，研究部署 2024 年反腐败国际追逃

追 赃 和 跨 境 腐 败 治 理 工 作 ，启 动“ 天 网

2024”行动。

会议指出，2023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反腐败

协调小组直接指挥下，办公室各成员单位

和 各 省 区 市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神，持续保持追逃追赃高压态势，不断

深化跨境腐败治理，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

展和成效。

会议决定启动“天网 2024”行动，推动

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其中，国家

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

项行动，公安部开展“猎狐”专项行动，中

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

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

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

察院开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

案件追赃专项行动，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

部等开展违规办理和持有证件专项治理

等工作。

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落实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保持

战略定力，敢于善于斗争，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战场，纵深推进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

治理，加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强化反

腐败高压态势，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

持久战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

纵深推进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

“天网 2024”行动正式启动

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过去一年来，

全国人大信访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

例》，扎实做好向委员长会议专题报告信访情况

工作，切实健全信访突出问题交办督办工作机

制，努力提高监督工作计划议题建议水平，畅通

信访渠道，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推动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做好信访

工作的重要基础。

2023 年 8 月 21 日，《全国人大机关信访工作

规定》审议通过，就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转送

及全国人大代表信访事项的提出和办理作出规

定。近年来，信访工作法治化在全国人大信访工

作中持续推进：细化完善信访事项分类标准，避

免出现对群众信访登记不规范、记录群众诉求不

准确、转送交办不精准、诉访分离不落实等问题；

按照中央关于推进信访法治化的总体部署，研究

起草人大信访工作法治化方案，稳步推进信访工

作预防法治化、受理法治化、办理法治化……

2023 年 5 月 31 日，福建宁德，人大信访部门

监督工作计划议题建议座谈会召开。北京等 17
个省级、大连等 3 个副省级城市人大信访部门负

责同志，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参会。参会单位交流

了提出监督工作计划议题建议的经验，围绕持续

提升议题建议质效、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信访

工作提出了 20 余条意见建议。

建立向委员长会议专题报告信访情况工作

机制，结合人大职能职责，提出粮食安全与耕地

保护、消防安全两个信访突出问题，为粮食安全

立法、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提供参考；围绕“健全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

与、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主题”，梳理网

上信访工作机制和经验做法，探索研究建立健全

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相关举措……信访工作日

益成为人大立法、监督等工作的重要助力。

做好信访工作，就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

难。全国人大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受理范围内信

访事项，及时传递群众对人大工作的意见建议。

江苏南京某大学学生通过网上信访反映，深

入研究了电动车行驶问题及其危害，建议在道路

交通安全法中将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管理，整

治随意行驶、乱停乱放、不礼让行人等乱象。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转交的该信访事项后，及时与该同学

联系，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并在相关法律修订工作中将有关意见建议予以

进一步论证研究。

全国人大在办理信访事项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群众便捷表达意见的

需求，助力在立法、代表、备案审查等工作中充分吸纳民意，及时回应群众

呼声期盼；细化信访事项分类标准，及时登记群众诉求，对符合报转条件

的信访事项每周转送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作为工作参考；对网

上信访属于受理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借助网上信访平台联络员机制，及时

沟通信访事项的转送、答复、综合分析等工作，认真办理网上信访事项。

全国人大信访工作紧密结合人大职责，推动与省市建立联动接访工作

机制，拟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实施意见，优化并提升综合分析质量，及时回

应群众呼声期盼，努力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落实到每一件信访事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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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9日电 （记者刘温馨）记者 19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联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会商

研判近期天气和干旱灾害形势，视频调度云南省，重点安排部署抗旱减灾

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云南一线协助指导抗

旱减灾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全国旱情总体偏轻，主要集中在

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省，其中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和西

部部分地区、重庆南部等地存在中旱及以上等级气象干旱。据预测，3 月

下旬重庆大部、云南西部及西藏中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三至六成，

西南地区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接近常年或略偏少。目前，云南省楚雄、玉

溪、昆明、丽江、保山等 13 市（自治州）54 个县（市、区）70.3 万人不同程度

受灾，城乡供水总体有保障。

这位负责人表示，相关地区要做好防大旱、抗长旱的各项准备，扎实

落实抗旱减灾各项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各级防指牵头抓总作用，强化部

门联动，及时会商研判，加强抗旱动态分析，加大赴一线督导检查力度，组

织指导旱区全力做好抗旱工作。把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放在当前抗旱

工作的首位，对旱区的缺水状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倒排人饮解困计划，

必要时组织消防救援等力量拉水送水。针对城乡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等

重点领域制定水源调配方案，对现有抗旱水源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精细

测算用水需求，提前谋划水源工程建设，努力增辟抗旱水源。做好信息报

送和发布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两部门派工作组赴云南指导抗旱减灾

核心阅读

为了解决农村群众
出行难题，四川省通江县
人大常委会瞄准农村公
路建设和养护，深入一线
调研，并协调相关部门健
全完善养护管理机制，探
索出一套包括群众季节
性集中养护、村组分户分
段承包养护等在内的公
路养护机制。

■干部状态新观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R

图为通江县铁佛镇尖包岭村公路。

杜文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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