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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先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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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时秀敏胡庆芳

新县：打造“红城巡察”品牌促风清气正

本报讯（范俊巍杨晓祥）如
何匡正基层党风政风，遏制老百姓
身边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近年
来， 全国著名的红色老区新县，紧
抓全省乡村巡察工作试点县的机
遇，传承老区优良传统，建立健全
机制，创新巡察方式方法，着力打
造“红城巡察”品牌。

截至目前， 该县已分
7

轮对
17

个乡镇和
9

个县直单位进行巡
察，发现“六项纪律”方面的问题
1200

余件， 其中移交县纪委立案
查处线索

88

件， 党政纪处分
88

人，移交司法机关
4

件
8

人，一批
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受到处理，一批
制度机制得到完善，一批专项治理
迅速开展， 一批突出问题得到解
决；该县先后

4

次在中央巡视办郑
州巡察工作座谈会、市委巡察工作
会等会议上， 作先进典型发言，先
后有江苏盐城市、 新疆哈密市、四

川泸州市和我省济源市等
4

省
42

个市县来新县考察学习巡察工作。

注重统筹谋划，稳妥推进巡察
工作

去年
5

月中旬，新县县委坚持
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在全省率
先启动了巡察工作，高标准组建县
委巡察机构，组建“县委巡察办和
4

个巡察组”，并确定卡房乡、陈店
乡和县教体局为首轮巡察试点单
位，迅速实施了巡察试点工作。

为确保县委巡察工作有序进
行，该县制定了《新县县委巡察工
作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 将全县
应纳入县委巡察的

107

个单位党
组织，实行分类、分步巡察。截至目
前，该县已实现乡镇巡察全覆盖，

5

年内将实现全县一级机构党组织
巡察全覆盖。

基层巡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

借鉴。 去年巡察试点期间，该县坚
持“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思
考、边实践、边总结。针对乡镇基层
的实际情况，该县在巡察乡镇中提
出了“五个重点了解”，即重点了解
涉农惠民政策落实、 工程项目建
设、农村“三资”管理、“三重一大”

事项决策、 乡村干部作风问题反
映。 针对村（居）点多面广、情况复
杂的问题， 该县不搞村村点火、人
人过关，实行哪个村问题突出就巡
察哪个村，灵活机动，出其不意，探
索“以乡带村”延伸式巡察、“点穴
式”巡察等方式方法。

“我们老百姓过去只在电视上
看到中央巡视组，真没有想到‘巡
视组’就来到我们何山村！这不，我
们村支书吴成福套取水库移民资
金被县委‘巡视组’发现了，还被移
交检察院判刑了……”新县卡房乡
何山村老党员林典胜如是说。

注重工作创新，探索巡察方式
方法

基层有基层的特点，基层巡察
不同于中央巡视。该县探索运用有
效发现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

提高巡
察的灵活性和实效性。

该县对乡镇开展巡察时，采取
“

1+4+6+3

” 常规巡察， 即在围绕
“一个中心、四个着力、六大纪律”

的前提下，突出政治巡察，做到“三
个重点了解”， 即重点了解乡村党
组织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方面的突出
问题。

该县紧紧围绕政治巡察，研究
制定《政治巡察工作要点》《政治巡
察工作

22

条意见》 等文件， 突出
“

13

察
28

看”，聚焦重点领域开展
精准巡察，找准乡村党组织在党的
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政治体检”的
作用。

该县对县直单位开展巡察时，

针对县直部门的不同行业特点，选
好专题，开展专项巡察，围绕县直
部门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群众
“办事难”、政策“落实难”和项目建
设“落地难”等问题，找准巡察的主
攻方向，精准发力，提高巡察工作
成效。

今年年初，新县县委第二巡察
组进驻县国土局开展巡察时，该县
第二高中部分教师向巡察组反映
“县国土局不作为， 导致县二高综
合实验楼项目用地手续长达

2

年
无法办理……”针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 县委巡察组开展专项巡察，仅
用两周的时间，就查清了问题及症
结所在，并责成县国土部门依规办
理用地手续。

(

下转第二版）

闪 闪 红 星 传 万 代

———追记全国“两学一做”先进典型许光系列之三

11

月
23

日，

82

岁的新县武装
部原军事科副科长丁进先踏雪来
回步行七八公里，参加全国“两学
一做” 先进典型许光事迹座谈会，

为此，还跌了两跤。 面对记者提到
为啥谢绝新县宣传部接送的好意
时，老人沉吟片刻，动情地说：“许
光的精神我一辈子都学不完。他就
从不给别人添麻烦。 ”

“许光的精神一辈子都学不
完”，这正是许光生前同事、好友在
接受采访时表达的共同心声。

许光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原
则：“不比阔气、不争房子、不比位
子、不贪票子、不偏孩子”。 尤其是
他生活的艰苦朴素、 严于自律，在

新县是出了名的。

新县香山湖管理处书记杨桂
枝与许光只有一面之缘，但印象却
极其深刻。 那是

2010

年春天的一
天，她在街边的修鞋摊修鞋。 一位
脚穿着老式解放鞋的老人掂着一
双鞋子走了过来。那是一双只有五
成新的布鞋，他让修鞋匠给鞋子再
加一层底。 修鞋时，老人和鞋匠唠
起了家常：今年生意怎么样？ 地里
的收成好不好？ 老人走后，鞋匠一
本正经地问她：“你知道刚才那位
老人是谁吗？ 他是许光，许世友将
军的儿子哩！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
影，杨桂枝惊讶万分。

“我和许部长门对门住了好几
年，那时候大院里的自来水是公家
的，他几乎不用，每次都是从压水

井里取水。一些干部家属买完菜就
用公用水龙头的自来水洗菜，许部
长就很看不惯地说，‘洗菜用水的
钱比你买菜的钱都贵’， 他从不怕
得罪人，浪费国家的水就不行。 ”县
武装部原参谋胡元山告诉记者。

“生活上他比农民还要农民，

钱省下来，接济别人了。 ”在新县人
大老干部科科长蓝志刚印象中，退
休后的许光仍十分关心新县建设，

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了解民情。 “我
到他家去看他时，他总爱说，咱一
起去转转，也不让要车。拿着雨伞，

戴着草帽就出发了。 看后各回各
家，从来不吃工作餐。 我说我个人
请他，也不行。 ”蓝志刚说。

到过许光生前寓所的人，都会
为屋内的简朴所震撼。这里俨然是

一个上世纪老物件的陈列所。为数
不多的简易家具和家电历经岁月
的剥蚀已陈旧不堪，儿女多次提出
给他改善住房条件， 他都坚决拒
绝。他告诫儿女：“你们的爷爷去世
时只有

1100

元存款， 喝的酒没有
一瓶是用公家钱买的，你们要继承
下来，不要抹黑。 ”

这不禁让人想起
30

多年前的
往事。

1979

年
10

月和
1980

年
11

月，许世友将军先后两次以绝密件
给许光发了亲笔信， 立下遗嘱，并
分两次寄了

250

元钱。 在信中，许

将军特意叮嘱许光，“棺材不要做
得太好，比一般老百姓的棺材要差
一些才行，做得太好了，老百姓看
到会讲话的。 ”

“好的家风和好的作风总是代
代相传。 ”在许光的大女儿许道江
看来，正是爷爷的这种生活永远低
于人民的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父亲。 在她的心中，父亲的形象很
多时候都和爷爷叠加在一起，父亲
的身上有着深深的爷爷的烙印。这
种烙印，还印在了她的身上。

(

下转第二版）

12

月
5

日，值此第
31

个“国际志愿人员日”，河区董家河镇
联合河区工商联、慈善总会在楼畈小学举行“冬日暖阳”暨信阳
学院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关爱留守儿童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活动。

图为爱心企业东圆利癉公司给
80

名留守儿童送来量身定制的羽
绒服。 本报记者黄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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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旭）

12

月
5

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 市创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刘国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建指
挥部副指挥长曹新博带领市委、 市政府联
合督察组、市创建办、河区、平桥区的负
责同志对我市中心城区创建工作进行现场
督察，要求针对创建中存在的问题，切实落
实责任，加紧整改，举一反三，进一步做好
创建工作。

在荣基广场督察时，刘国栋、曹新博等
仔细查看荣基广场的环境卫生和经营秩
序。 荣基广场是我市一个开发较早的综合
性经营市场，在督察中发现，荣基广场存在
小广告多、车辆乱停乱放、堵挡盲道、堵塞
消防通道等诸多问题。 刘国栋询问查看了
广场物业管理情况，强调对存在的问题，要
加紧整改。要切实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物业公司要对存在的环境卫生问题立刻整
改，加强属地管理，河区民权办事处要督
促落实， 对整改情况由市房管中心负责验
收。针对消防安全通道堵塞情况，市消防支
队要组织对市区公共场所、 居民小区进行
消防安全排查，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和部门，

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加紧整改。

在督察中发现， 部分沿街商户为了自
己利益占道经营， 并且在盲道中设置固定
障碍，严重影响了盲道使用，刘国栋走进沿
街经营商户，调查了解情况，向他们宣讲阻
碍盲道的危害性， 要求对全市道路阻塞盲
道现象进行普查， 对盲道上设置的阻碍立
即清除。

在胜利路商业步行街督察时， 刘国栋
强调， 要按照国家对商业步行街的标准定
义， 制定步行街管理规则。 要加强辖区管
理，明确要求，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共
同维护好步行街环境卫生秩序。

曹新博在督察中强调，对督察中发现
的问题，要按照创建标准加紧整改，对安
排的具体事项，要进行专项督察，整改情
况及时上报市创建办，确保创建工作扎实
推进。

商城县：产业扶贫助农增收

本报讯（李代龙杨绪伟）

2016

年， 对于家住商城县卜店
村叶湾组的贫困户叶明川来说，

无疑是一个充满喜悦的丰收年。

“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种
了

3

亩多地的红薯，没想到收了
2

万多斤， 合作社能给俺
7000

多块钱呢，俺家的贫困帽总算要
摘掉了！ ”昨日，见到笔者来访，

叶明川异常兴奋。

在县扶贫办的帮助下，叶明
川加入了本乡的牵手农民专业
合作社， 种起了抗旱能力强、产
量大、出粉率高的脱毒红薯。 合
作社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还以
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红薯，让
以前“种啥都不长、草比庄稼长”

的荒地变成了金土地。

和叶明川一样， 该县
6

个
乡镇的

800

多户贫困户， 依托
牵手合作社种植脱毒红薯走上
了致富路。 这些红薯集中处理
后， 又会被该县相关的食品公
司收购，加工成粉丝、粉条等红
薯粉制品， 成为人们餐桌上的
美味。

龙头企业负责加工销售，就
好比“树干”，合作社负责组织生
产、技术服务，好比“树枝”， 而
贫困农户负责具体生产，为“树
叶”， 当地把这种产业扶贫模式
形象地称为“产业树”扶贫模式。

该县通过“产业树”扶贫模
式，变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为
挂图作战、区块推进，形成倍增
效应，加快了脱贫步伐。

“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把
千家万户零散的种植业、 养殖
业、加工业转化为有组织、有分
工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产业
链，结成利益共同体，达到‘干壮
枝繁叶茂’的效果，带动了贫困
农户持续增收。 ”该县一位扶贫
办干部介绍说。

目前，该县发展省级龙头企
业

7

家、市级龙头企业
13

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

868

家，家庭农场
87

个， 初步形成了以蔬菜、粮
油、茶叶、茶油、食用菌、脱毒红
薯和畜禽养殖等为代表的多棵
扶贫“产业树”，带动农户

8

万余
户增收致富。

昨日， 淮滨县邓湾乡龙岗村草帘合作社负责人吕勇正在带领
合作社人员把用水稻秸秆编织好的草帘子装车外销。 该合作社以
每亩

80

元的价格回收水稻秸秆， 农闲时用草帘机加工成草帘子，

以每米
3

元的价格销往山东、安徽、河南驻马店等地。 年消耗水稻
秸杆达

1000

多亩，既为秸秆找到出路，解决禁烧难题，又带动周围
农民脱贫致富。 李鹏吴锋摄

潢

川

县

积

极

开

展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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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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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活

动

本报讯（蔡丽黄士成）今年
以来， 潢川县积极开展政策落实进
企业活动，确保中央、省市出台的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得
到落实， 聚焦“政策落实最后一公
里”，成效显著。

成立工作组，制定相关文件。该
县成立了“潢川县政策落实进企业
活动领导小组”， 由县长任组长，常
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下
设办公室，办公室内设综合协调组、

企业问题受理组、政策宣传组，制定
了《潢川县政策落实进百企活动实
施方案》《关于印发重点企业首席服
务员制度的通知》《关于成立惠企政
策宣讲团有关工作的通知》等。

全覆盖派驻首席服务员。在省、

市下派
15

名首席服务员的基础上，

该县抽调了解工业、 熟悉工业的部
门领导及相关人员成立了

4

个督导
服务组进驻一线，收集问题、解决问
题，督导服务。各局委领导及业务骨
干

30

余人进驻
60

家企业担任首席
服务员， 乡镇、 街道办事处抽调近
50

人担任本辖区小微企业首席服
务员，该县“四上”企业已实现首席
服务员全覆盖。

畅通问题收集办理渠道。 该县
设立了企业问题反映热线电话、邮
箱、微博、微信号、网上直通车等，实
现企业反映问题全天候、无死角、无
障碍工作机制。 建立企业服务联席
办公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对收集的
企业问题实现第一时间转交、转办，

并限期办理，定期通报办理情况，对
影响较大的问题上报县领导及市企
业服务办公室。

目前， 该县已收集企业问题
125

个，由县企业服务办进行梳理分类，已全部批转各
相关部门限期解决。 截止

11

月
20

日，已解决问题
96

个。 工业项目建设进程明显加快，

2016

年全县新开工
项目

22

个，总投资达
20

多亿元。

别怕说错一两句话

同事谈到自己最近的一段遭遇：

为了采访群众集中反映的某行业问
题，他多次联系某主管部门“一把手”，

“一把手”坚决不接受采访，将任务推
给了副职。 结果副职出面也就敷衍几

句， 涉及深层次问题时， 一头扎进车
里，再也不肯出来。

同事的尴尬，折射出当前新闻舆
论环境中，一些领导干部不合时宜的
心态与做法。 面对媒体，他们有的“沉
默是金”， 有的避重就轻甚至文过饰
非……于是乎，“百口传说一句话，芝

麻粒儿磨盘大。 ”

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 关键时
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当好及时发布
者、权威定调者、自觉把关者。 领导干
部不是神仙，主动做工作，说错一两句
话是可以原谅的， 但如果遇到问题哑
然失语，不主动引导舆论，造成严重舆
论危机，那才是不可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