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党建2024年 6月 18日 星期二 1919

■■金台潮声金台潮声R

■“我是党员，我在岗位”R

■■深度关注深度关注··破解基层治理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小马拉大车””问题⑤问题⑤R

笔直的硬化马路直通村内，路两边是一座

座蔬菜大棚。大棚里，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白

路乡汀桥村党支部书记邹保平，正和村民一起

采摘辣椒，挥汗如雨。“去年，果蔬大棚为村集

体经济增收 6 万元，今年我们村计划扩种 160
亩连体大棚。”曾经贫穷落后的汀桥村，村集体

经济正日益壮大。“这多亏县农业农村局的干

部下基层，了解我们的实际需求，提供了大量

的产业技术指导。”邹保平说。

近年来，抚州市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

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制度化

常态化，推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听民意、解民

忧，扑下身子谋发展、抓落实，同广大基层干部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

车”问题，一大批基层“看得见却管不了”的难

题得到有力解决。

建机制，让机关干
部多到一线调研、现场
办公

4 月中旬，正午时分，南城县农业农村局

二级主任科员尧留影在上唐镇余公头村的制

种 田 里 ，为 农 户 耐 心 讲 解 抛 秧 机 的 操 作 方

法。“还是机械化作业 好 ！”村 民 李 银 祥 对 这

位县里派来的农技下乡指导员竖起大拇指，

“过去是 1 天时间，2 个人才能完成 1 亩田的

抛秧，人工成本近 300 元/亩；现在用抛秧机，

1 个人 1 天就可以完成 10 多亩田的抛秧，核算

下来成本不到 60 元/亩，真的又快又好、省钱

省力！”

南城县是全国水稻制种大县，4 月是水稻

制种插秧的关键时节。尧留影和同事们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调查研究，半个月内走遍了全

县 12 个乡镇 40 余个村，问需于民。了解到提

高耕种效率的普遍诉求后，他们有针对性地

提 供 技 术 指 导 服 务 ，推 广 普 及 水 稻 制 种 机

械化。

坚持发展的事问企业、民生的事问群众、

治理的事问基层。近年来，抚州市深入践行调

查研究下基层，市级领导同志领衔 35 个调研

课题，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基层调研。

市四套班子成员围绕领衔课题，下沉一线摸实

情、谋良策，带动广大机关干部深入践行“一线

工作法”，梳理问题、排查难题。

临川区若士路，窄窄的一条双向道。走在

这条路上，西大街街道若士路社区党委书记梅

淑娟向记者介绍，过去，路边全是菜贩摊位，像

个流动“菜市场”。周边还有临川四小、抚州一

中两所学校，每到早高峰，菜贩、送孩子的家

长、买菜的居民挤在一起，拥堵不堪，成为老城

区治理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街道经常接到投诉电话，可我们也只是

‘一事一办’。要想根治问题，单靠街道的力

量，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梅淑娟说，直到市

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调研，才把这一

问题“提级办理”。

调研团队多次实地调研，听取各方面情

况，并召集公安、城管、学校等多个单位，和街

道一起，会商解决办法，最终决定利用若士路

周边的伍家巷东侧两块棚改征迁闲置地块，建

设临时市场。

如今，占地面积约 3500平方米的伍家巷临

时市场落成。菜贩刘云根说：“终于安稳了。大

家还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个让所有菜贩都能

入驻的永久菜市场，可以摆放冷柜生鲜！”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着手开展永久菜市场

选址工作。梅淑娟说：“上级部门单位心为基

层想、劲朝基层使、人往基层走，帮助我们解决

了很多想解决但没有能力解决的难题，让基层

治理更加充满力量。”

搭平台，让更多资
源向基层倾斜

细雨微风，位于东乡区圩上桥镇何家村的

蓝莓基地里，紫色、淡红色的蓝莓果正在冒头，

来自各区直部门的党员突击队和莓农一起，提

着篮子，埋头采摘成熟果实。

从去年开始，东乡区 1.6 万多亩蓝莓逐渐

进入丰果期。不久前，在东乡区“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中，区委组织部走访调研发现，随着

蓝莓成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在区委组织部的倡导下，各区直机关组织了数

十 支 党 员 突 击 队 ，利 用 周 末 帮 助 莓 农 采 摘

蓝莓。

“这已是今年第四茬果子了。老饶，加工

也要抓紧了。”在田头，东乡区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邹永辉和江西养乐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饶思克交流着蓝莓加工相关事宜。饶

思克说：“机关干部除了帮助莓农采摘，还向企

业大力推介东乡蓝莓。我们决定打造一条针

对蓝莓的果酱生产线，预计投产后年加工量可

以达到 800 万斤。”

目前，东乡全区各基层党组织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平台为载体，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

责任区 833 个，组建党员突击队 187 支。

在抚州，通过创新各类平台，使民声上得

来，干部下得去，实现资源有效集中。黎川县

优化“黎民事、码上办”便民服务平台，将收集

到的民情诉求分为普件、急件、要件等类型，精

准快速处理群众诉求；金溪县以“金事精办”小

程序作为开门纳谏的主阵地，解决各类问题

1267 个；乐安县以“禾场话事会”为载体，组织

群众畅所欲言谈想法、提建议、话发展，建立

“民情清单”603 条……

“凯升路一家烧烤店占道经营”“凯升路烧

烤店深夜扰民”……又是一年烧烤旺季，在“桔

事好办”系统后台，南丰县桔都东路社区党总

支书记洪昆瑜收到居民反映的诉求，随即转发

给共建单位县城管局。第二天，她和县城管局

干部一同前往烧烤店，详细了解情况，并开展

法律宣传，店主很快就进行了整改。

2023 年，南丰县打造“桔事好办”小程序，

开通“一键上报”功能，一般要求社区、县直单

位分别在 3 个工作日、5 个工作日内办结群众

诉求。在洪昆瑜看来，“桔事好办”小程序让社

区可以调配的资源更多了。“通过小程序，我们

可以快速对群众诉求进行分类，哪些社区自己

能解决，哪些需要共建单位协助解决，哪些还

需 要 非 共 建 单 位 的 支 持 ，清 晰 明 确 ，一 目 了

然。响应诉求、解决问题的效率大大提升。”洪

昆瑜说。2023 年以来，群众通过“桔事好办”

小 程 序 累 计 上 报 各 方 面 问 题 1156 件 ，其 中

1128 件已办结。

强队伍，让更多年
轻和专业的力量沉下去

“您有一条待办任务到达！”广昌县党史

和地方志研究中心（档案馆）副主任谢瑞清收

到一条信息。“广昌营商”微信小程序提示，其

对接的企业江西铭普电子有限公司提交了人

员 招 聘 的 诉 求 。 作 为 这 家 企 业 的“ 零 号 员

工”，谢瑞清随即和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沟通，

将企业人才招聘信息发布到省、市、县就业平

台上。

零待遇，但服务零距离。这两年，广昌县

向企业选派“零号员工”，着力发现和解决企业

党建、项目推进、创新发展等方面难题。“我们

优选 65 名机关干部服务企业，其中 26 名为 90
后年轻干部。这些干部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

了解市场，了解企业所需所想，也有利于其自

身的成长。”广昌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危小

娟说。

担任江西铭普电子有限公司“零号员工”

以来，谢瑞清积极帮助企业办理相关证明、申

请公租房等事项。她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对

经济工作的了解更加深入，沟通协调能力也得

到提升。”

近年来，抚州市还选派由服务专员、金融

助理组成的“红链助企团”，深入企业开展政策

解读、帮办代办、融资授信等服务，为企业落实

融资需求 255.7 亿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与

此同时，抚州市持续推动精干力量向乡村全面

振兴一线流动。新一轮市县两级选派的驻村

干部中，具备农村工作经验的有 973 名，35 岁

以下优秀年轻干部 297 名，占比分别较上一轮

提高 30%、12%。

抚州市乡村振兴局驻南丰县白舍镇田东

村第一书记徐园荣，刚驻村就遇到了棘手事。

田东村田东组的污水处理项目因各种原因多

年未完工，大量污水直排沟渠，臭气熏天，村民

隔三差五就到村委会反映。村里多次与施工

公司联系，但项目始终没有进展。

徐园荣决心解决这个难题。她积极协调

市、县相关部门来村里了解情况，争取政策支

持。最终，2022 年底南丰县终止了与之前公

司的合作，并推动项目重启。2023 年 11 月，污

水处理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

如今，徐园荣和村干部们一起谋划、一起努力，

建立了茶树菇示范基地和甲鱼养殖基地，并承

接了南丰县白舍盱江段砂石运输业务，2023
年，该村集体经济增长到 90 万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需要更多

关注和资源倾斜。推动干部下基层，能够实现

民声上达、资源下沉，对于解决一些长期存在

的民生问题意义重大，必须常抓不懈。”抚州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妮娜说。

如何解决基层“看得见却管不了”的难题？江西省抚州市深入推进“四下基层”制度化常态化

让基层治理更加有力有效
本报记者 朱 磊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

东考察时强调：“要加强

警示教育，抓好以案促

学 、以 案 说 纪 ，让 心 存

敬 畏 、手 握戒尺真正成

为日常自觉。”

警 示 教 育 是 一 味

“苦药”，但苦口利病；是

一味“猛药”，但猛药去

疴 ，因 此 实 为 一 剂“ 良

药”。要想让警示教育

真正发挥作用，关键是

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

摆 进 去 ，甘 吃“ 良 药 ”。

人们常说，“摔个跟头换

个明白。”实际上，要防

止摔跟头，就要善于吃

他 人 之 堑 ，长 自 己 之

智。每名党员、干部都

应把警示教育当作一味

“ 良 药 ”，提 高 自 身 免

疫力。

用好警示教育这剂

“良药”，不仅广大党员、

干部要摆正心态，各级

党组织也要推动警示教

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真正达到触

及灵魂、震撼人心的效

果，才能让党员、干部真

正 筑 牢 拒 腐 防 变 思 想

防线。

警示教育，要真正

把自己摆进去。有病早

治、无病早防，以“检身

若不及”的态度，对照检

视自身的一言一行，及

时“扫尘治病”。观看警

示教育片，违纪违法者

忏悔最多的问题就是思

想认识淡漠、理想信念

动摇，他们已尝到苦果，

成为“案中人”。片中的

案例不是虚构的剧本，

而是一个个沉痛的教训。如果党员、干部把自己

当成“看客”，把案例当“故事”，那就可能会“后人

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 把 钥 匙 开 一 把 锁 ，警 示 教 育 要 突 出 针 对

性。违纪违法案例来自不同领域、涉及不同层级，

不能搞成“大水漫灌”“千人一方”，必须做到分层

分类、精准“滴灌”。比如，针对国企、金融、政法、

粮食等重点领域的腐败现象，对同一类腐败问题

进行综合剖析，深挖共性教训；针对“一把手”违纪

违法案例，找准找实其在决策、用权、交往、家风等

方面的突出问题，让受教育对象逐项对照检查。

同时，要紧密联系实际，聚焦本地区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与典型案例充分结合起来，讲清楚说明白

违纪违法的成本和代价，让党员、干部自省自警、

慎独慎初。

随着党纪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

观看警示教育片、走进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剖

析违纪违法案例等，切实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化为

刻在心底的敬畏。只有常态化制度化用好警示教

育这剂“良药”，推动党员、干部常怀如临如履之

心 ，方 能 时 刻 绷 紧 纪 律 规 矩 这 根 弦 ，做 到 警 钟

长鸣。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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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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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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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曦 初 现 ，石 崖 边 蜿 蜒 的 公 路 上 ，四 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纪委监委“峡谷背

包监督队”队长肖俊与队员们背着沉甸甸的

背 包 沿 江 而 上 。 在 河 谷 中 跋 涉 近 两 个 小 时

后 ，他 们 终 于 抵 达 目 的 地 —— 西 俄 洛 镇 汪

堆村。

进村后，肖俊立马招呼村民泽某某了解

情况。

“之前您反映无法正常报销医疗费用，现

在问题解决了吗？”肖俊询问。

“解决啦！之前村里 9 户无法报销的医疗

费用，都赔偿到位了。”泽某某说道。

上次“峡谷背包监督队”来开展“有事找

纪检”峡谷背包大接访，多名村民反映无法正

常报销医疗费用。经调查发现，西俄洛镇汪

堆村会计格某某代收村民的医疗保险费后出

现漏缴的情况，导致 9 户 26 名村民未能及时

参保，并且无法报销相关费用。最终，格某某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峡谷背包监督员不仅要沉到一线倾听

群众诉求，更要及时地推动整改。”在肖俊的

眼中，要将坐等上访转变为积极下访，持续拓

宽问题线索的发现渠道，加大对群众诉求的

收集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雅江县地处川西北高原，雅砻江纵贯全

境 ，一 些 村 组 地 处 偏 远 、地 形 复 杂 、交 通 不

便，如何让群众的声音及时被听到、得到回

应？雅江县全县 16 个乡镇和 81 个村（社区）

共 选 聘 227 名 峡 谷 背 包 监 督 员 ，他 们 背 起

包，上高山入峡谷，把服务送上门，开展入户

问 廉 、宣 传 宣 讲 、监 督 检 查 、问 题 核 查 等

工作。

对上次群众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回头

看”后，肖俊和队友开始招呼村民们集中落

座，了解惠民政策落实情况，排查村民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今天大家聚在这里，

有什么困难和诉求都尽管说，我们会全力推

动解决。”肖俊说。

“俄洛堆那里的路面坑坑洼洼的，凹凸不

平，坐车的时候颠得人受不了，安全隐患大，

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村民桑吉率先开口。

村民泽仁也反映了自己的“糟心事”：“我

的左脚装了假肢，被认定为三级残疾。之前

我已经申请了低保，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被

纳入。”

两个多小时里，一些问题当场解决了，现

场 无 法 解 决 的 诉 求 也 被 分 门 别 类 地 记 录 在

册，装进背包。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已组织纪

检监察干部下沉走访群众 1000 余户，通过多

种渠道累计收集问题 151 个，推动解决问题

45 个。

“ 丛 林 穿 越 也 要 到 户 到 人 ，跨 越 高 山 峡

谷 也 要 见 人 见 事 。 作 为 党 员 ，作 为 纪 检 监

察 干 部 ，只 要 能 访 到 实 情 、解 决 真 问 题 ，我

们走再多路也心甘情愿。”肖俊掂了掂自己

的背包，说道，“这是我背过的最沉的包，因

为 里 头 装 着 大 家 的 急 难 愁 盼 。 每 一 趟 我 们

都 希 望 能 把 问 题 多 多 地 背 走 ，再 把 温 暖 多

多地背来。”

“背走问题，背来温暖”
本报记者 游 仪

“这是我背过的最沉的包，因为

里头装着大家的急难愁盼。每一趟

我们都希望能把问题多多地背走，

再把温暖多多地背来。”

上图：肖俊（右）正在向群众了解惠民政

策落实情况。 扎西曲批摄

左图：峡谷背包监督队在进村走访的路上。

王继明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我们家的不动产权证终于拿到了！”不久前，云南

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纪检监察干部来到金牛镇柳

家湾社区，向群众了解办理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的问题，

居民周建华向纪检监察干部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由于历史成因复杂、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部门较

多，不动产登记难、办证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柳家湾社

区等 4 个社区的居民群众。宾川县纪委监委有针对性

地开展专项监督，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职，推动解决群

众难题。

宾川县纪委监委积极构建“群众点题、会商研判、

部门答题、监督突破”的难点攻坚模式，依托监督检查

及巡视巡察成果，全面剖析办证难问题成因。同时，督

促相关部门摸清卡点、校准偏差、找准方法，制定化解

不动产登记难题的指导意见，推动群众办证难问题得

到有力解决。

聚焦措施制定、政策执行、干部作风等方面，宾川

县纪委监委列出乱作为随意扩大登记范围、以权谋私

确权、吃拿卡要乱收费等方面的监督清单。县乡两级

联动开展“派单式”“调研式”监督，督促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前移服务窗口、设立绿色通道、优化登记流程、缩

短办证时限，大大提升了办证效率。目前，共批复不动

产权登记 1300 余户、完成办证 1100 余本。

“紧盯重点民生领域，以‘小切口’破题，把群众反

映的‘问题清单’作为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清单’，集

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督促各级各部门对标对

表、压茬推进、强力攻坚，让群众切实看到真变化、感到

真成效、获得真实惠。”宾川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云南省宾川县—

专项监督守护
群众安居梦

本报记者 沈童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