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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7日电 （记者赵成）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7 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

报显示，今年 4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9755 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13656 人（包括 1 名省部级干部、73 名地厅级

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916 人。

根据通报，今年 4 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 4363 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6647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

题最多，查处38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818人。

根据通报，今年 4 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问题 5392 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7009 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

礼品礼金问题 2455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问题 732 起，违规吃喝问题 1208 起。

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755起

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对标对表创

建模范机关的目标要求，发扬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忠

诚于党、勇挑重担，敢打硬仗、

善于斗争，努力当好反腐败斗

争一线的“尖刀部队”。

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

反 腐 败 斗 争 是 一 场 输 不 起 也

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做

好纪检监察工作，政治上必须

过硬。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把铸牢政治

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

位，对标对表“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和“讲政治、

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要

求，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坚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讲政治是具体的、实践的，

体现在审查调查工作中，就是

将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的问题摆在首要位置。

坚 决 果 断 查 处 危 害 党 和

国 家 政 治 安 全 的 孙 力 军 政 治

团伙，是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坚定

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

责任的有力体现。时任第十二

审查调查室党支部书记方俊鹏

在 总 结 该 案 查 办 工 作 时 说 ：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坚定支持，

赋予我们最大底气、最大勇气，

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给了我们

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我们经受

住了重大政治任务的考验。”

“政治问题是孙力军等人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要害。对

该 案‘ 七 个 有 之 ’等 问 题 的 发

现、查办、定性和处置，检验我

们的政治站位、政治能力和政

治担当。”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党

支部书记高玉洁介绍，专案组

以巨大政治勇气和顽强斗争精

神，对团伙成员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持续攻

坚、除恶务尽。

针对一些地方、部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绝

对领导、管党治党、权力监督制约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及时向有关

地方、部门党委提出纪检监察建议，推动做深

做实以案促改。

“我们将反腐败斗争与深化政治监督紧

密结合融合，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妨碍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实的突出问题，绝不放过、穷追

不舍，努力做到查处一案、革除一弊，坚决铲

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第十二审查调

查室党支部副书记曲直说。

强化政治忠诚、政治担当，体现在日常

工作的方方面面——

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持“班子

成员双学习”“双周集体学习”和党建学习每

月提示制度，5 年来举行各层

级学习交流 400 余次，党员干

部撰写心得体会 300 余篇；

严格制定审查调查“十条

铁律”、专案“十二个不准”、办

案点“三个不得”等 10 余项规

章制度；

定 期 召 开 干 部 廉 政 建 设

情况报告会，深入剖析干部廉

政建设情况和面临的风险隐

患，党支部书记讲廉政党课；

连续多年实现“家访全覆

盖”，全面了解党员干部“八小

时以外”情况，既提出廉政要

求、又传递组织温暖；

…………

为 充 分 发 挥 党 组 织 统 一

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第十

二 审 查 调 查 室 坚 持 每 个 专 案

组成立临时党支部，每个办案

点成立临时党小组。

在一起长达 28 个月的系

列 案 件 办 理 中 ，专 案 组 成 员

始终保持高强度、快节奏、超

负 荷 的 工 作 状 态 。 委 领 导 担

任 临 时 党 支 部 书 记 ，将 办 公

室 设 在 办 案 点 ，在 监 控 室 批

阅文件、指挥谈话，与办案同

志 同 吃 同 住 同 战 斗 ；“ 领 头

雁 ”带 动 ，党 员 干 部 知 重 负

重、合力攻坚，最终圆满完成

任 务 ，切 实 做 到 了 让 党 中 央

放 心 、让 人 民 群 众 满 意 。“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党 员 干 部 流 血

牺 牲 都 不 怕 ，我 们 苦 点 累 点

算什么！”第十二审查调查室

党 支 部 副 书 记 王 洪 鹏 道 出 许

多同志的心声。

只 有 围 绕 中 心 、建 设 队

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

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

能 找 准 定 位 。 第 十 二 审 查 调

查室通过突出党建引领，深入

推进自身建设，推动审查调查

工作高质量发展。

严 肃 查 处 多 名 结 交 政 治

骗子、谋求职务提拔的中管干部，将涉嫌违

法犯罪的政治骗子移送司法机关，清除政治

生态污染源；对抱团腐败、系统性腐败和党

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等问

题重拳出击；对于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家族

腐败、跨境腐败相互交织的问题，多措并举、

见招拆招，以事实为依据、以纪法为准绳，坚

持最严格的取证标准，做到不枉不纵……党

员干部坚持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努力把

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铁案。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

永远在路上。采访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

十二审查调查室的同志们表示，将继续发扬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在反腐败斗争一线锻

造成为烈火真金，以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

对纯洁的铁军本色和实际行动，不断向党和

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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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 5月 27日电 （记者沈靖然）5月

27 日，记者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

大赛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将于 6 月 24 日至 26 日

在重庆举办，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重庆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本届大赛采取“赛会展演销”集成办赛

模式，目前已有近 60 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将

参与赛事及展览展演等配套活动，整体参赛

规模超过首届。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产业发展需求等，大赛设置 18 个比赛项目，

涵盖制造、交通、餐饮、服务等产业。

大赛期间还将开展院校、企业线上线下

技能培训，举办技能展演、数字经济和技能领

域南南合作研讨、高技能人才交流等活动。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将举办

“多余的枝条要修剪掉，让葡萄

多通风”“挂果太多的地方，要剪掉

一些，让营养更好地供给留下来的

葡 萄 ，这 样 的 葡 萄 质 量 才 会 更

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市高昌区亚尔镇东门村的一片葡

萄园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

为几名葡萄种植户讲解田间管理技

术。她便是吐鲁番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农艺推广研究员海力其汗·玉

素甫。自 1968 年开始，她坚持从事

葡萄种植技术研究推广 50 余年。“葡

萄快要成熟上市了，看样子，今年收

成不错！”她说。

研究了一辈子葡萄，从吐鲁番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退休后，海力其汗

在自己家所在的东门村种了一片试

验田，义务向种植户们传授技术。

“看到谁家葡萄地里
有人，就过去讲讲田间
管理技术”

说起葡萄，很多人会想起吐鲁

番，一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更是

广为传唱。如今，吐鲁番的葡萄种

植面积达 55 万亩，仅高昌区就有 25
万多亩。但谁能想到，1979 年，吐鲁

番的葡萄种植面积仅有 4 万多亩。

因为四五年才能挂果，产量上不去，

农民种葡萄的积极性不高。

于是，推广新技术提高产量，进

而让更多农民种葡萄，成为发展葡

萄种植产业亟待解决的难题。1979
年，怀揣着一份热忱，海力其汗主动

承担起前往亚尔乡（现亚尔镇）推广

葡萄种植技术的任务。

“要让农民相信我，得让他们看

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海力其汗在当

地建起了一个小示范园，一边进行

优化葡萄种植技术的试验，一边办

现场学习班推广新技术。

起初，海力其汗说破了嘴皮子，

也没人愿意来听课。

“三四年不挂果，我们咋生活？”

不愿种的人这样说。

“我就是种葡萄的，你的经验能

比我多吗？”正在种葡萄的人不相信

她所说的“新技术”。

面 对 质 疑 ，海 力 其 汗 没 有 气

馁。通过科学的田间管理，仅用了 3年

时间，她的示范园就挂果了，比当地

种植户按传统办法种了七八年的葡

萄园亩产还要高。种植户们对她竖

起了大拇指：“以后我们就按你的方

法来种。”

当年，亚尔乡新增葡萄种植面

积就达到 6000 多亩。“我常骑着自行

车挨个村子转，看到谁家葡萄地里

有人，就过去讲讲田间管理技术。”

在海力其汗的带动下，通过改变葡

萄架的搭建方式等，葡萄种植株数

从每亩 30 株提高到 90 株，亩产大幅

提升。

“用心养葡萄，你对
它好，它就对你好”

几十年过去，海力其汗已满头

银发，但她推广葡萄种植技术的脚

步从未停歇。走在路上，还经常有

种植户主动请她去自家葡萄园里指

导帮助。

海力其汗经常跟种植户说：“要

用 心 养 葡 萄 ，你 对 它 好 ，它 就 对 你

好。肥料给少了、不按时浇水等等，

都会影响葡萄产量。”

1988 年，当地一些农民使用了

未经检验的农药，导致葡萄叶大量

枯 黄 ，500 多 亩 葡 萄 面 临 绝 收 的 风

险。听到这个消息，海力其汗赶紧

去了解情况。经过分析研究，她提

出了 4 项措施，并挨家挨户传授方

法，最终保住了收成。

2010 年，海力其汗退休了，但忙

惯了的她根本闲不住，一边在东门

村 23 亩葡萄试验田里试种新品种，

一 边 义 务 为 葡 萄 种 植 户 提 供 农 技

服务。

如今，海力其汗家屋后种满了

不同品种的葡萄。“我试种了 50 多种

葡萄，26 个品种试种成功，其中 8 个

品种被推广种植。”海力其汗说。

随着人们对绿色食品需求的增

加，海力其汗鼓励农民开展绿色种

植。2020 年，当地果农帕它尔·克依

木家的 5 亩葡萄共挣了 4 万多元，他

在海力其汗的建议下买了一群羊。

“羊群能够提供有机肥，成本低，种

出来的葡萄质量更好、价格更高。”

海力其汗解释说。在帕它尔的带动

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绿

色种植道路。

“让更多人掌握科学
的种植技术”

大 概 10 年 前 ，一 对 从 火 焰 山

赶 来 的 农 民 夫 妇 从 海 力 其 汗 的 葡

萄 园 中 带 走 了 8 株 新 品 种 的 葡 萄

苗。第二年葡萄成熟的时候，夫妻

俩 带 着 一 筐 葡 萄 来 看 她 。 感 动 之

余，海力其汗想：“农民对葡萄栽培

技术的需求这么强烈，我得通过多

种方式，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种植

技术。”

一年四季，到海力其汗的葡萄

园里学技术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从葡萄开墩、浇水到抹芽、施肥、修

剪等每一个步骤，海力其汗都耐心

地讲解，直到教会大家。

在海力其汗的带动下，当地很

多妇女走进了葡萄地，从事葡萄栽

培 工 作 。“ 现 在 大 家 科 学 种 植 的 意

识 提 高 了 ，剪 枝 、施 肥 都 不 用 我 提

醒 ，产 量 也 慢 慢 提 高 了 。”海 力 其

汗说。

在 海 力 其 汗 家 的 葡 萄 试 验 田

里 ，记 者 遇 到 了 正 在 清 理 园 子 的

吐 尔 逊 古 丽·努 荣 。“ 她 已 经 在 葡

萄 园 干 了 很 长 时 间 ，现 在 走 出 葡

萄 园 ，大 家 都 抢 着 请 她 去 做 技 术

指 导 呢 ！”海 力 其 汗 说 ，自 己 带 出

的 女 徒 弟 不 少 ，帮 助 很 多 农 民 实

现 了 科 学 种 植 、增 收 致 富 。“ 我 还

要 继 续 研 究 葡 萄 新 品 种 ，让 更 多

农 民 依 靠 技 术 致 富 ，品 尝 到 葡 萄

带来的甜蜜。”

不论寒暑，农艺推广员都要经

常往乡村跑，只要村民遇到技术上

的难题，就必须及时赶到田间地头

去解决。做农艺推广工作非常不容

易，海力其汗经常忙得顾不上回家。

“地里的新葡萄品种发芽了，妈

妈会发自内心地开心。”海力其汗的

大女儿西仁古丽说，她和妹妹胡西

旦深受母亲的影响，考大学时都选

择了农学专业。

如今，西仁古丽在高昌区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工作，胡西旦也进了

吐鲁番市农科所。“我们要像母亲那

样，推广最新的农业科学技术。虽

然很辛苦，但看着农民丰收，就会很

有成就感。”胡西旦说。

新疆吐鲁番农艺推广研究员海力其汗·玉素甫从事葡萄种植技术研究推广50余年—

让更多乡亲尝到葡萄的甜蜜
本报记者 李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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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力其汗·玉素甫，1947 年 3 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推广研究员。从事葡萄种

植技术研究推广 50 余年，她突破了吐鲁番葡萄传统种植方

法四五年才能挂果的技术瓶颈，大幅提升葡萄种植亩产，助

力农民增收。她曾荣获全国农村科普先进工作者、全国科

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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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艺 推 广 是 个 慢 活 ，也 是 细

活，更是技术活，既要自己研究透、

有办法，又要让农民听得懂、学得

会 。 海 力 其 汗 扎 根 基 层 50 多 年 ，

用“做给你看”的办法，手把手地把

技术教给农民。功夫下到了，产量

上来了，农民自然就相信她了。“种

葡萄是我一辈子钟爱的事业，不管

遇到多大困难，我都会坚持下去。”

海力其汗说。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加 快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建 设 ，需 要 科 技 力

量 的 支 撑 ，更 需 要 像 海 力 其 汗 一

样的基层农业科技人才。令人欣

慰 的 是 ，如 今 ，一 大 批 有 能 力 、有

技术的农艺推广员正活跃在田间

地 头 ，为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贡 献 自 己

的力量。

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清早，首钢京唐公司厂区多模式

全连续铸轧生产线上，超过 1100 摄

氏度的高温带钢以每秒 10 米的速度

快 速 传 送 。 经 粗 轧 、精 轧 、流 层 冷

却、卷取等多道工序，原本 110 毫米

厚的板坯几分钟就变成了 0.8 毫米

厚的产品。

生产线的高效运行离不开“中

枢大脑”的操控。在车间二层的轧

机主控室里，23 块显示屏一刻不停

呈现生产线上的关键点位实况，电

脑系统则同时监测温度、板形、轧制

负荷等几十项轧钢关键参数。作为

轧钢操作的行家里手，钢轧作业部

精轧操作工荣彦明（见右图，本报记

者王洲摄）有一手“眼脑手合一”的

绝活：抬头看监控屏幕敏锐观察带

钢轧制状态，脑中快速思考产生原

因、调整方法，手指迅速操作调整按

钮，整个过程在 0.5 秒内完成。

每次极限规格轧制完成，走下操

作台的荣彦明都是一手心的汗：“带

钢传送的速度很快，这要求轧钢操作

必须全神贯注、不放过每个细节，产

品品质高低往往就在弹指之间。”

如今的“老师傅”荣彦明也曾是

一名“小学生”。2008 年，刚毕业的

荣彦明被分配到当时还在建设中的

热轧生产线。“设备是进口的，控制

系统是一流的，刚来就能到这么先

进的生产线上工作，当时心情非常

激动。”荣彦明回忆，但设备上的 70个

按钮、2000 多个热轧专业外文单词，

也让他压力不小。为了快速掌握生

产所需的知识技能，荣彦明白天上

岗，笔记本不离手，把师傅讲的、

自己悟的完完整整记下来；晚上也

不闲着，一个一个单词过，背单词比

在学校的时候还认真。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 年初，荣

彦明就开始独立顶岗，正式成为一

名精轧工。做笔记的习惯他也一直

保持至今。“过去是记在笔记本上，

现在是记在笔记本电脑里。”打开他

的 笔 记 本 电 脑 ，文 字 、图 片 、视 频

……文件整理分门别类，一个个文

件记录着一份份心得。

长期的积淀，让荣彦明拥有攻

坚克难的底气。在京唐公司热轧生

产线上，他轧制过高强度汽车用钢，

也轧制过极限规格集装箱板，还轧

制 过 出 口 的 高 表 面 等 级 汽 车 外 板

……荣彦明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

“只有不断挑战极限、追求极致，工

作才更有意义。”

2018 年，在调试多模式全连续

铸轧生产线的过程中，荣彦明和建

设团队没有经验可循，进展一度受

阻 。“ 不 少 问 题 ，外 方 专 家 难 以 解

决 ，我 们 只 能 靠 自 己 。”荣 彦 明 介

绍，那段时间大家夜以继日扑在生

产线上，“白天搞生产，夜里在办公

室开展技术攻关。”经过不懈努力，

快速变厚控制、负荷分配等一系列

问 题 得 到 解 决 ，仅 用 了 两 年 时 间 ，

生产线便完成了达产目标，最新突

破的 0.8 毫米极限规格产品已实现

供货 8000 吨。

凭借过硬的技术，荣彦明获奖

很多：22 岁被评为首钢京唐公司“青

年创新标兵”，25 岁获得“首钢技术

能 手 ”称 号 ，27 岁 当 上 首 钢 劳 动 模

范，28 岁成了北京市劳动模范，33 岁

当 选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 不 久 前 ，

2023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50 名入

围人选揭晓，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荣誉面前，荣彦明依然保持一

份淡定和严谨。现在他的目标不仅

是“ 轧 好 钢 ”，更 多 了 一 份“ 传 帮

带”。2020 年，荣彦明创新工作室在

首钢京唐公司成立。几年来，利用

工作室的平台，荣彦明在业余时间

编写了《无头轧制操作方法》等一系

列教材，在生产现场面对面、手把手

地教徒弟们实操，有的新职工只用 1年

时 间 就 成 长 为 所 在 班 组 的 生 产 骨

干，荣彦明的两名徒弟在 2023 年京

津冀模拟炼钢—轧钢竞赛中斩获轧

钢单项赛二等奖。

“团队整体技术实力的提升对

于保障高质量生产至关重要。作为

一名‘老师傅’，我要把自己的轧钢

经验分享出来，让身边更多的人轧

出好钢。”荣彦明说。

首钢京唐公司钢轧作业部精轧操作工荣彦明

聚焦细节 精准操作
本报记者 王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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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彦 明 ，先 后 参

与业内领先的热轧生

产线和多模式全连续

铸轧生产线的建设调

试工作，在国内首创

热轧常规产线轧钢操

作法，带领团队完成

39 项 重 点 攻 关 课

题。曾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北京大工匠、全国

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工

匠等荣誉。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本报成都 5月 27日电 （记者宋豪新、

刘新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运输区域

执法协作联席会暨试点示范总结会日前在

四川广安召开。会上，由川渝两省份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联合印发的《川

渝地区交通运输区域执法协作办法》和《川

渝地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取证规则》两项制

度性成果正式发布。

2023 年 4 月 20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组织开展交通运输区域执法协作

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成渝地区成为全国五

个试点示范区域之一。

交通运输执法的对象具有跨区域流动性

强的特点，此次成渝地区联合发布两项制度

性成果，将区域执法协作的环节、步骤等程序

固化，从而达到结果互认的效果，真正实现两

地协同共治，有利于提高执法效能，推动区域

执法协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成渝两地交通运输执法协同共治、结果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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