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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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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组织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
主体责任。 这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在全
体党员中开展，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
作用依然十分关键，直接影响着学习教育的开
展与成效。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责任意识树起
来、把主体责任扛起来，尽好责，抓到位，确保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领导带
头是关键。怎样学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学
党章党规， 对于全体党员应学习掌握的内
容，领导干部都应熟悉应知，同时还要掌握
好与履职尽责紧密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提高
做好领导干部工作所必需的政治素养和政
策水平。 领导干部如何对自己要求更严一
些、更高一些？ 做合格共产党员，这是对全体
党员的要求，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首先要做
到，但不能只止于认识阶段。 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关键要用行
动来说话。 对照“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
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
“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全市各级领导干
部首先要作出表率、立下标杆。 只有解决好
“带头坚定理想信念、 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 带头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带
头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才能确保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既能领之，又能导之。

压实责任，重在分类指导。 组织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
人的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
面负责本地本部门学习教育， 党组织负责人
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 县（区）党委要发
挥关键作用、制订具体方案、保障工作力量、

加强督查指导。基层党委要加强具体指导、帮
助党支部制订学习教育计划，派员参加党支
部各项活动。 基层党支部负责支部学习教育
的组织开展，支部书记要履行好直接责任人
职责。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当好牵头部门，要设专门机构，加强谋划、调
度和指导，把每个关键动作设计好、分解好、实施好。 要把握不同地
域、不同类型党组织的特点，联系不同群体党员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
党支部的应有作用，切实贯彻好“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
员制度等，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大家就会跟着学，照着做；压实责任，要一级引导一级，层层传导
压力，每个党组织就有紧迫感、自觉性。 这样层层示范、层层压责，形
成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总体效应，就能为实现“十三五”奋斗目标凝
聚强大力量。

春 风 化 雨 润 人 心

———记信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董林志

“为民解难是我义不容辞的责
任。 信访工作，一头是党的重托，一
头是群众的期盼， 做好信访工作，

上可为党和政府分忧，下可为百姓
解愁。 ”昨日，在向记者谈及基层信
访工作时， 今年

45

岁的河区五
星办事处信访办主任董林志深有
感触地说。

自
2005

年以来， 凭着对信访
工作的满腔热情和竭诚服务的为
民情怀， 董林志始终心里装着百
姓， 倾尽所能为百姓解决困难，用
心血和汗水耕耘在信访工作的第
一线，做稳定工作的消防员；他始
终怀揣着一颗无私奉献的心，敢于
担当，履职尽责，用真情书写着对
党的忠诚，做领导的参谋员；他始
终本着一个“真”字，真诚待人、真
心做事、真情解难，做百姓的贴心

人，为保一方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
贡献，多次被评为市、区信访工作
先进个人，

2011

年、

2013

年、

2014

年三次被区委、 区政府记三等功，

2016

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五一
劳动奖章”。

信访工作，没有鲜花簇拥的热
烈，也没有英雄凯旋的辉煌，有的
只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一件件亟待
解决的难题。 在接访中，董林志遇
到过情绪激动的来访群众，看过怒
气冲天的脸色，听过埋怨数落的话
语，见过哭闹叫骂的阵势，有时也
出现来访群众情绪失控，甚至口吐
脏话的情况。 但他始终告诫自己是
一名信访干部，就是要做群众的出
气筒，遇事不绕、不推、不躲，主动
与来访群众交朋友、攀亲戚，以积
极、阳光的心态化解他们的怨恨与
责怪，用真心真情消融他们的激动
与愤怒，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

称赞，很多来访群众没有把他当主
任，见面都亲切地喊他“小董”。

2009

年，五星办事处居民李某
的儿子在诊所打针，因处置不当造
成死亡， 李某到上级部门堵门上
访。 面对这种情况，董林志主动深
入一线劝解， 与李某促膝长谈，讲
法律、讲政策、讲道理。 同时，及时
向有关领导汇报， 协商解决措施，

调动社会资源，通过救助的方式化
解了矛盾。 事情解决后，李某握着
董林志的手说：“你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你！ ”

“多亏董主任帮俺的忙， 要不
俺现在还没有遮风避雨的住所。 ”

提起往事，曾某激动不已。 多年前，

曾某因征地房屋被拆，未及时得到
安置，组织家人多次上访，情绪比
较急躁，到相关部门吵闹不休。 在
详细了解情况后，董林志主动与曾
某聊天交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用足用活
各项政策法规，通过反复协商和多
方努力， 最终为其解决了安置问
题。 如今，曾某和董林志已成为无
话不谈的好朋友。

“对待上访需换位思考， 像解
决自己家人的事情一样，去解决上
访群众的事情，这样才能真正做好
信访工作。 ”这是董林志经常对信
访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 董林志处
事公正，处理信访问题能够站在群
众的立场上换位思考，找准群众利
益与基层工作的平衡点，维护好群
众的合法权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 在同事的记忆里，很多前来
上访的群众常以“小董，这事你帮
我拿个主意吧！ ”“我找董主任说，

我就信他。 ”这些话做“开场白”。

春风化雨润人心，情倾信访铸
忠诚。 董林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凭着一种

责任、一股激情、一份忠诚和执著
追求，用真心和汗水、睿智和果敢，

化解了一个个信访难题和积案，用
实际行动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
形象。 “十多年的信访工作经历，使
我的人生得到了升华。 作为一名基
层信访工作者，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将进一步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工
作能力和水平，积极投身为群众排
忧解难的工作中， 当好党和群众
‘连心桥’上的铺路石、护桥人。 ”董
林志满怀信心地说。

2016河南最美教师候选人出炉

本报讯（记者马保群）记者
5

月
16

日从
2016

河南最美教师
评选活动组委会获悉， 在各地各
学校认真组织初选、 推荐上报的
基础上，经过评审委员会的预评、

初评，

2016

河南最美教师
20

名
候选人已于近日正式产生。

“河南最美教师”评选活动由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共
同举办，由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教育时报社、 河南省教育发展基
金会承办，每年举办一次。

5

月
10

日，组委会召开初评
会， 本着向基层和一线教师倾斜
的原则， 最终确定

20

名候选人，

其中，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
教师

14

人，高校教师
4

人，中职
教师

2

人。

即日起，河南日报、河南人民

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大河报、

东方今报、河南商报、大河网、映
象网、河南手机报、教育时报和各
省辖市党委机关报、电台、电视台
及所属网站将集中推出候选人的
先进事迹简介。 公众可通过平面
媒体填写选票参与投票， 也可登
录省教育厅门户网站进行投票。

同时“河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

“河南教师” 官方微信、“都市报
道” 官方微信将分别开通微信投
票平台，接受手机用户投票。投票
截止

6

月
5

日
24

时。

投票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
评委， 结合网络投票情况对

20

名候选人进行终评， 选出
10

名
2016

河南最美教师，省教育厅将
对

2016

河南最美教师给予奖
励。 颁奖典礼将于今年教师节前
夕举行。 （详见今日

7

版）

昨日，光山县赛山云雾茶业有限公司的扶贫对象在
有机茶园除草。 该公司位于河南省著名茶乡———凉亭
乡，现有有机茶园

1022

亩，去年种植中茶
108

、龙井
43

号等优良品种。 按照全市整村精准脱贫行动方案，该公
司已结对杨河、光明两村

52

户贫困户。

本报记者王博郭靖崔阳摄主办单位：信阳市创建办信阳日报社协办单位：信阳正和集团

夏杰在信阳调研精准扶贫时强调

抓队伍 强精神 主动作为助力扶贫

本报讯（记者程成）

5

月
14

日至
15

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夏杰到光山县、新县及大别山干部
学院考察调研精准扶贫和党员干
部党性教育时强调，组织部门要抓
队伍、强精神，围绕中心，主动作
为，为精准扶贫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和人才支撑。

市委书记乔新江，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李湘豫，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杨明忠等陪同调研。

两天来，夏杰一行冒雨先后到
光山县东岳村、方洼村和诚信油茶
基地，新县西河村，看望贫困户，深

入了解驻村第一书记精准扶贫以
及产业带动精准脱贫情况，实地调
研大别山干部学院基础设施建设
和现场教学点建设，并向鄂豫皖革
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

在贫困户家中，夏杰与他们促
膝长谈，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
况，深入探讨致贫原因，耐心倾听
他们的想法。在得知有的贫困户因
疾病缠身，而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
活困难时，夏杰指出，赡养父母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
尽的义务。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过
程中要扶思想，教育引导年轻人把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承下来，不
仅在物质上，更要在精神上帮助老
人、关怀老人。 作为子女要经常回
家看看，关注父母身体状况，给父
母以心灵慰藉， 真正让老人们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在
诚信油茶基地，夏杰认真听取了公
司负责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及产业带动贫困户
脱贫工作情况，并鼓励企业要发挥
带头人作用，在做大做强公司的同
时， 有效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实
现共赢。

就组织部门服务精准扶贫，夏

杰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推进精准扶贫
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注重从致富能手、复退军
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优秀人才
中选优配强贫困村“两委”班子，发
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打赢
脱贫攻坚战，要在“精准”上下功
夫，切实做到精准识贫、精准用策、

精准帮扶、精准脱贫。 驻村第一书
记要用心、用情、用力，扎下根、沉
下力， 团结和带领群众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在大别山干部学院，夏杰详细
了解了学院建设情况和下步打算。

在得知学院自开班以来已累计承
接各级各类培训班

1077

期， 培训
学员

67536

人次，特别是今年还专
题开办了精准扶贫培训班后，夏杰
要求，大别山干部学院要着眼弘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学院积
极作用， 加强大别山革命历史研
究，深入开展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
党性教育，将传承和弘扬大别山精
神落实到精准扶贫中，注重扶贫与
扶志相结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
持忠诚和担当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吴昌万的生态致富梦

“别看这些刚栽的果苗现
在很瘦弱， 但三年后就会果实
挂满枝头，效益肯定很大！ ”昨
日，在商城县吴河乡万安村，种
植大户吴昌万一边怜爱地抚摸
着新栽不久的枣树， 一边信心
满满地对记者说。

今年
47

岁的吴昌万，从部
队复员后在外创业多年。 去年
回乡时， 他切身感受到了美丽
乡村建设的滚滚浪潮， 眼瞅着
小山村在一步步完成美丽嬗
变， 敏锐地捕捉到致富乡村的
大好时机， 于是与几个朋友一
合计， 果断承包了附近山林和
水塘， 准备建成一个集休闲观
光、采摘垂钓、餐饮住宿于一体
的“生态王国”。

“万安村属于典型的山区，

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几乎与世
隔绝。乡亲们致富无门，生活很
清苦。 ”吴昌万指着眼前绵延的
山峦和碧波荡漾的水面说，“这
里原生态的山水是最大的卖点。

我们目前已投资
200

多万元，种
植了

100

多亩冬枣树、

200

多亩
梨树、

50

多亩桃树和
20

多亩葡
萄，新修了水泥路，整修了

300

多亩的养殖大塘，在建的几座农
家乐宾馆也快完工了。 我们想
把这儿打造成一个旅游休闲、

生态养种式的乐园， 带动乡亲
们共同致富。 ”

60

多岁的刘加兵正在果
苗间来回忙碌着，“我的主要任
务是间苗、除草、打药、施肥，每
天

100

多元的工资， 从去年垦
山开始到现在， 一年的时间我
就挣了二三万元呢。 ”

在建的临水宾馆前， 退伍
军人李贵武正在搬运建材。 “我
先前也在外打工， 现在年龄大
了，不出去打工了。在这儿做勤
杂工， 每天有

80

多元的收入，

家里生活有保障了， 真是打心
眼儿里感谢吴老板。 ”

“我们这里种植、 养殖、建
房、 修路等所有人员都是聘用
本地乡邻，工资从每天

80

元到
200

元不等， 这笔钱能够保障
他们基本的日常生活费用了。 ”

说起马上完工的生态园运营模
式， 吴昌万说将采用两种模式，

“但不管是哪种模式， 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凭借这一方原生态的
好山好水， 带动乡亲们摆脱贫
困、共同致富，让他们足不出户
就能过上幸福富裕的好日子！ ”

□

本报记者曾令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