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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人民———省直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先进事迹报告团”发言摘要

为 了 清 风 拂 中 原

省纪委第六监察室副处级纪检监察员唐莉娟
从
2002

年到省纪委工作后， 我一
直从事案件检查工作。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主办的第一
起案件。那是

2009

年年初，省纪委接到
群众举报反映某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
某利用职权，伪造股东签名，将民营公
司股份据为己有， 并滥用职权将公司
法人代表以诈骗罪非法拘禁，长达

449

天。

我担当案件主办人。为了找到一
个关键证人，我深夜冒着大雪从郑州
赶往周口；为了查清一笔十几年前的
账目，我在一个企业布满灰尘的旧仓
库里一呆就是好几天……最终，我们
调查取证行程近万里，走访约谈涉案
人员近百人， 调取的资料装了整整

5

个铁皮柜。当如山铁证逐一摆在李某
面前时，李某终于低下头说：我认罪
服法

!

我时刻提醒自己： 正人先正己。

作为执纪者， 自身必须保持清正廉
洁，才能真正做到为党正纪、为民作
主。

案件检查工作处于反腐败斗争
的一线，面临着很多风险与诱惑，有

人为了求得关照而重金相送； 有人
使出浑身解数打听我身边家人、朋
友等情况，希望以此疏通关系；也有
人以死相逼企图过关； 还有人因为
不理解， 对办案人员谩骂攻击……

曾经有人问我：“你这些年办了这么
多案件，真的不怕吗？”我坚决地说：

“不怕。只要我们心中有正气，坚持
原则、秉公办案，就无所畏惧！党组
织是我的坚强后盾， 千千万万的人
民群众是我的坚强后盾

!

”广大纪检
干部能够秉公执纪， 无怨无悔，我
想， 就是因为我们心里装着组织的
信任，满载着百姓的寄托，激荡着凛
然的正气。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三不”原则，

不该吃的饭不吃、不该去的地方不去、

礼品礼金一概不收。同时，也给亲戚朋
友定了一个“三不”原则，对我查办的
案件不打听、 不参与、 不议论。“善禁
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只有自己立得
正、行得端才能做到依法办案、不徇私
情。

多年来， 我忠诚履行着一名纪
检监察干部的职责，主办了多起厅

级干部案件，先后荣立二等功
2

次、

三等功
1

次，连续
5

年被评为优秀公
务员。

查办案件的过程， 就是不断迎接
挑战、克服困难的过程，需要智慧、需
要谋略，需要毅力。作为省纪委为数不
多的女案件主办人， 要做好工作就要
承受更多的压力。

我是独生子女， 是年近七旬父母
唯一的依靠，一个年仅

8

岁、正需要呵
护孩子的母亲。这些年母亲体弱多病，

照顾母亲本应是我的职责， 但是因为
案件走不开， 只能让老父亲忙里忙外
辛苦地照顾着母亲。

今年春节， 我送给父母的礼物就
是二等功的奖章和证书。 父亲带着满
意的微笑端详了许久， 然后郑重其事
地摆在了他的书房里，因为他知道，这
枚奖章饱含着艰辛与智慧， 也饱含着
女儿的“孝心”！

我也深知， 这奖章里面还有一份
纪检监察干部沉甸甸的责任！ 成绩属
于过去，未来任重而道远，我将牢记使
命，心系百姓，始终做群众利益的忠实
捍卫者！

为 群 众 办 暖 心 事

省委政法委综合处副处长石立峰
我是

2010

年
7

月到梁冲村任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的。

入村后的第一课， 就是到农民中
间去。见到人家，我就走进去，拉家常、

问情况；见到三三两两的人群，就主动
凑上去，蹲下来跟他们聊天，说生产和
生活上的事情。

我记得村里有个叫张海坤的老党
员跟我说：“当年， 老百姓为啥要跟着
咱共产党闹革命？因为，咱共产党是给
老百姓打天下的。现在，要想叫群众拥
护，就得把老百姓当亲人，诚心诚意地
给他们办好事儿、办实事儿，帮他们致
富。”他的话，让我找到了联系群众的
路径和方法。

至今，全村
277

户，我已经走访了
250

多户；全村
1160

多口人，我拜见了
970

多人。我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

先后协调了
8000

斤面粉、

200

升食用
油、

100

床棉被和两万多元救济款，先
后看望了

200

多个困难户和贫困党
员。

根据村民的要求， 我从村里“四
难”开始，带领村两委班子，依靠广大
群众，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尝试着为群

众办好一件一件实事、 破解一个一个
难题。

为了解决用水难， 我协调水利部
门为村里批了

66

万元修渠资金， 修建
了
5700

多米长的灌溉渠；接着，又协调
30

多万元资金，用来打旱井；目前，争
取到的

70

多万元饮水安全建设项目正
在加紧施工。

为了解决用电难， 我争取有关方
面支持， 为村里更换了两台大容量变
压器， 并协调相关部门把这个村确定
为电气化升级改造村。 到

2011

年
10

月
底，这些项目全部完成。

为了解决行路难，在两年时间里，

省交通厅、 省扶贫办和地方政府支持
了
200

多万元修路资金，把全村的道路
全部修成了水泥路。

为了解决就医难， 我们争取到了
禹州市

2011

年农村医疗所建设项目，

并筹集到
10

多万元的资金， 建成了一
个标准化医疗室。

对于这个村子来说，不光是要“输
血”， 更重要的是帮助增强“造血”功
能。于是，我在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上
下了大功夫。先是协调

26

万元资金，对

村部进行了维修改造， 完善了两委班
子规章制度，吸收了

3

名优秀青年加入
党组织， 为村支部的发展储备后备力
量。 我曾经带着村支书， 到安徽小岗
村、江苏华西村等地学习考察。平时，

我采用以会代训和现身说法， 随时与
村支书、村主任，还有班子其他成员协
调沟通，商量事情，督促工作和项目的
落实。

对于村民来说， 最大的愿望就是
致富。为此，我带领村两委班子规划产
业发展。 从省城请来专家为村民举办
培训班， 引导村民大力发展“一村一
品”、“一户一业”项目，搞红薯粉加工
和规范化养殖。群众有了致富门路，一
门心思奔小康。村民的心气顺了，新建
了文化大舞台、篮球场、农村书屋，恢
复了村里的曲剧团，组建了腰鼓队，道
路两旁绿化了，环境整治了，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老少爷们开开心心地奔着
小康生活。

多好的群众啊，在他们中间，我就
像种子回到了土地。

此时此刻，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
当干部的，要经常到群众那里去。

为 了 群 众 的 期 盼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陈垠亭
2008

年的
5

月， 汶川发生大地
震， 电视中孩子们被埋在废墟中的
场景， 成为国人的心头之痛。

4

个月
后，我一到发展规划处任职，就立即
组织力量对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情
况进行全面排查，排查的

3

万多所学
校中有近

1/3

的校舍达不到抗震设
防标准，而完成这些校舍的加固、改
造任务， 匡算下来需要几百个亿的
资金。

正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 国家
决定投资

4

万亿拉动内需。这可是难得
的机遇！为了抢抓机遇，我和我的同事
们连续奋战几个昼夜， 每个人都熬红
了眼睛、累酸了腰背，咬着牙完成了各
地报来的项目审核工作。最终，我们争
取国家将教育资金的

12%

投到了河
南。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坚持“让项
目等钱、决不让钱等项目”，超前谋划，

马不停蹄， 编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省第一个校园基本建设专项规划，一
次又一次抓住国家投资的重要机遇，

争取国家将我省纳入了第一批农村学
前教育推进工程和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建设工程的试点省份。

5

年过去了，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完
成基本建设投资

800

多个亿，全省校舍
面积增加了

3500

多万平方米，

D

级危
房消除了， 仅幼儿园就增加了

8000

多
所，基本上解决了孩子们入园难、入学
难的问题。

河南的孩子上大学难， 这是千千
万万个家庭最揪心的事儿， 也是压在
我们心头的一块巨石。

2011

年， 国务院出台支持河南省
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后， 教育
部成为第一个与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并建立省部联席会议机制的部
门， 我成为省政府确定的省部联席会
议联络员。 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
机遇，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次又一次地
对需要会商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梳
理， 一次又一次地陪同厅领导赴京汇
报、沟通，一次又一次地听取省领导的
意见、指示。去年，为了突破体制性、政
策性的障碍，我们出谋划策，推动教育
部启动实施“中原经济区高层次人才
支持计划”，着力解决河南高水平大学

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小、 质量
低的问题。特别是在研究生、本科生招
生计划基数调整和全国重点大学在河
南招生计划投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是我
们计划管理工作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
问题。 有一次， 我在一个县调研时发
现， 路边建了很多一模一样的漂亮房
子，但都大门紧闭。一打听，才知道是
乡村诊所，因为没有医生所以闲置着。

我的第一反应是， 要抓紧培养一批农
村用得上、留得住的全科医生，解决农
村看病难的问题， 实实在在为老百姓
办点事儿。说干就干，回来后我们立即
行动起来， 当年就增加了

1000

多名全
科医生的招生计划。

多年来，工作成了我的习惯，我几
乎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的概念， 经常
是在往办公室去的路上或者到了机关
才意识到今天是休息日。

参加工作将近
30

年了， 每当能够
为群众做一点事儿， 心里总有说不出
的快乐。

用 真 心 换 取 民 心

省工商局经济检查总队队长袁文懿
2004

年
2

月，省委、省政府为解决
我省个别地方因艾滋病疫情带来的社
会、经济和医疗卫生等问题，决定向全
省

38

个艾滋病疫情重点村派驻工作
队。 我带队进驻到了上蔡县邵店乡前
杨村， 有幸成为第一批艾滋病疫情村
驻村干部的一员。

当时，社会上对艾滋病不理解，甚
至是谈艾色变。刚进村时，我看到的是
泥路、残桥、破校和横流的污水。更让
我始料不及的是，驻村没几天，就有一
名聂姓患艾滋病村民， 腰里别着一把
刀向我借钱，不给钱就不走，经过几个
小时的好言劝说才最终离开。当时，这
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意识到，艾滋病
的阴影严重影响着村民的生产、 生活
和精神状态， 必须尽快改变这里的面
貌，才能增强群众信心。

我和队员吃住在村里， 白天与村
民一起劳动、傍晚家访谈心、对患艾滋
病人逐个送药上门。驻村

1

个月，就走
遍了全村的

100

多户艾滋病人家庭。

为迅速改变前杨村脏乱差的面
貌，我和队员夜以继日地工作，陆续修

通了入村柏油路、硬化了村内道路、整
修了破损的桥梁、 新建了村小学、给
705

户村民通上了自来水、 修了沼气
池、 新建了标准化卫生所和村民活动
室……

2005

年
4

月， 第一批驻村帮扶到
期，按计划我将回单位工作。但意想不
到的是， 得到消息的村民们纷纷挽留，

强烈要求我继续驻村帮扶，并联名到省
工商局和县帮扶办为我请功。面对一双
双真诚期待的眼神，我禁不住流下了热
泪。对他们的要求，我无法拒绝。

驻村经历告诉我， 你怎样对待群
众，群众就会怎样对待你。

2008

年，我转任办公室副主任，具
体负责工商系统信访稳定工作。 当时
正赶上工商系统体制改革遗留问题与
机构改革问题叠加，群众个访、集体访
频出，省工商局大门经常遭到围堵。

当时，许多人都劝我，说这是“两
头难平衡，出力不落好”的工作，但我
认为勇于担当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
的素质，暗下决心，不仅要干、还要干
好。

太康县的夏阳是在部队荣立二等
功的伤残退伍战士， 退伍后安置到当
地工商局工作。

1999

年工商体制改革
时， 他参加公务员考录没有达到录取
分数，被分流到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夏
阳以政策不合理和生活困难为由长期
上访， 甚至长达

30

多个小时滞留在信
访办公室不走。 我就像对待自己的战
友一样， 一直陪着与他谈政策、 谈家
庭、谈经历，耐心细致地反复做工作，

同时对他提出的住房困难、 医疗补助
等实际问题， 积极协调当地政府给予
解决。 经过长时间、 多频次的思想交
流，夏阳终于息访罢诉。

2012

年， 我通过竞争上岗担任了
省工商局经济检查总队总队长。 我和
全队人员一起，起早摸黑查案源、不分
昼夜办案件，一年多时间，就经办了多
起有影响的大案。

回顾这些年的工作历程， 我深深
感到：群众的眼最亮，群众的心最热，

群众的情最真，只要你真诚对待群众，

真心为群众办事， 群众就会牢牢把你
记在心中，就会把你举得很高、很高。

碧 海 丹 心 铸 忠 魂

省人社厅原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王宏
代讲人：省人社厅监察室副主任袁旭燕

他始终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在向前
冲、向前闯，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为
民务实、清正廉洁、兢兢业业，始终把
工作放在第一位，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
一位！ 他， 就是省人社厅原纪检组组
长、机关党委书记王宏。在去年的

8

月
24

日，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王组长从武警部队转业到地方工
作近

30

年。

30

年正风肃纪， 他毫不动
摇；

30

年“淬火”磨炼，使他党性信念历
久弥坚！在省纪委工作期间，他共组织
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50

多起， 有
14

名厅
级干部受到党纪国法严惩。

2006

年到人事厅工作， 他把这种
过硬的作风带到了新单位。刚到人事厅
不久，正赶上全省公务员招录，当时，王
组长分管这项工作，发现在面试环节很
多熟人打招呼，请求照顾。他迅速召集
有关处室研究对策，在反复调研的基础
上，研究制定了公务员招录面试集中命
题、考官异地交流和考官考生双抽签制
度，有效避免了人为干扰。

去年
5

月，王组长亲自带队对
18

个省
辖市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人力资源市

场等窗口单位进行暗访。 暗访组共检查
了
70

多个基层窗口单位，存在“庸、懒、

散” 现象的单位和窗口工作人员被通报
批评，有的工作人员被调离工作岗位，在
全系统引起巨大震动， 为之后开展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了个好头。

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
所热爱的这份事业中，可是，对家人他
总觉得亏欠太多。儿子上初中时，他和
爱人因工作太忙实在无暇照顾，孩子学
习、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为了不影响工
作，不影响孩子的学业，不得已，他和妻
子商量， 把孩子送到乡下一所寄宿学
校。在学校，孩子睡的是大通铺，吃的是
缺油少肉的菜，冬天没有暖气，被雪浸
湿透了的棉鞋第二天冻得硬邦邦的，还
得继续穿。晓宇妈妈后来告诉晓宇：“你
爸去乡下看过你后，回来掉泪了。”

对待身边人他要求更加严格。对
家人他立下“三不”家规：任何东西不
能收、单位的任何事不能问、单位的任
何人不能进家门。

司机小蔡向他报到的第一天也被
“约法三章”： 家里的地址不准告诉任

何人、电话不准告诉任何人、不能收别
人送给他的任何东西。

在王组长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
后，妻子想要告知人社厅，可是，因为
他生前要求家人不能过问单位的任何
事，一时间，妻子竟联系不上人社厅的
领导和纪检组的同志。

早在
2001

年秋天， 他就做过心脏
搭桥手术。可在工作任务到来的时候，

他总像一个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

什么都忘了。按照医生的嘱咐，他需要
定期到医院去复查。但去年夏天，正值
单位连创全省精神文明单位的关键时
期，他拖到连创成功后才去检查。单位
组织体检， 发现他搭过桥的桥血管又
堵了。医生催促尽快到北京进行手术。

但他一忙起来，治疗又搁在了一边，后
来被大家催得紧了， 他干脆委托一个
医生朋友把体检结果带到北京给专家
看， 可是当专家的诊断书从北京带回
来时，他已经与大家永别了……

为什么十几年重病缠身， 他却能
依然奋战在第一线？ 答案或许只有一
个，那就是忠诚！

群 众 之 事 大 如 天

省信访局副巡视员周长明
30

多年来， 让我最感欣慰的就是
看到在各级党委政府、 信访部门和其
他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多少张愤
怒的脸上绽放笑容、 忧郁的脸上露出
满意、怀疑的脸上写满信任、绝望的脸
上重现希望。

1984

年冬季的一个傍晚， 我忙完
了一天的接访工作准备回家， 一出接
待室，发现门外的雪窝里躺着一个人，

冻得浑身发抖，我走近一看，他衣衫褴
褛，下肢瘫痪。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大
雪扑面，我二话没说，立刻把他从雪窝
里背了出来， 连忙用自行车把他送到
旅社。待一切安顿好要走时，这位上访
人紧紧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久久没
有说出话来， 也久久没有松手。 那一
刻，两个原本不相识的人，心与心贴在
了一起。近

30

年，这一幕一直定格在我
的脑海里， 时时激励我要用心对待上
访群众，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信访工作称为天下第一烦，又称为
天下第一难。 一些信访案件头绪繁多，

上访群众与责任单位各执一词，没有敢
于较真、敢于碰硬的工作态度，不能出
于公心， 就不能明辨是非、 公道处理。

2004

年王某写信反映，其丈夫系退休干
部，

1999

年病故， 生前治病花去十几万
元医疗费单位一直不给报销。我在审理
此案的过程中，责任单位提出每年报销
5000

元，直到报完为止，并要求以此结
案。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王某今年
多大岁数了？ 他们说已经

70

多岁了。我
接着问，每年报销

5000

元，报完
17

万需
要多少年？他们无奈地回答“

34

年”。我
说道，

34

年后谁能保证王某还健在？如
果拖

34

年， 你们欠的就不是医疗费，而
是党性了，无论如何我这儿绝对不同意
结案，必须退回重新处理。后来案件在
我们的督办下得到妥善处理。

这些年在办理、督办、审核案件的
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求情、 劝阻的情
况，“老周，算了，能过得去就高抬贵手
让人家过关吧，何必那么较真，既辛苦
又得罪人”。对此我都坚决回绝，因为
我深知，群众之事大如天。

至今我在信访岗位上已有
31

个年
头，其中

20

年接访、

11

年督察，回想这
些年的工作历程，收获的有喜悦甘甜，

难免也有苦涩酸楚。一次出任务我
３

个
多月没进家门。当我从新疆回来时，看

到
３

岁的儿子在楼下玩耍，他居然没有
认出我是谁。当时我满心酸楚，作为一
个父亲，我确实亏欠太多。

近些年， 省信访局每年受理群众
来信来访都在

10

万件次以上， 全省县
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要受理

60

万件次
左右。 我亲眼目睹了太多上访群众因
为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感动得热泪盈
眶；我亲耳听到了太多发自肺腑“感谢
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的话。只要
能看到上访群众满意的笑容， 能听到
他们对党对政府的赞扬， 只要我们的
社会少一分不公，多一分和谐，我个人
和家庭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这些年来，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
的事，组织却给了我很多荣誉，曾被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和人事部授
予“全国信访工作系统先进工作者”称
号， 被省政府授予“河南省先进工作
者”称号，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优秀共产党员。 如今已经到了快退休
的年龄，我越发与信访工作难以割舍，

越发珍惜在岗位上的每一天， 能多接
一次访， 多督一起案， 多解决一个问
题，成了我最大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