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会晤塔吉克斯坦总统
两国元首就深化中塔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批准中塔战略伙伴关系未来5年发展规划

http://www.zjol.com.cn

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
甲午年八月廿一 三十秋分

今日4版 第23851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01] 邮发代号[31-1]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新闻提要

“五个一工程”评选揭晓
浙江省委宣传部获得“组织工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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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五水共治攻坚战

记者 李建新 张永贵 陈醉
区委报道组 吴红波 顾筠

本报讯 宁波江北区慈城镇国
庆村村民陈安明觉得，除了生活区
域不同，他与城市居民没啥区别：住
的是可与城市社区媲美的农村公
寓，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开个小店，拿着集体
分红，还在企业里当着“白领”。

江北中心城区面积小，城市发
展很受制约，而广阔农村资源丰
厚。江北区委、区政府认为，江北新
型城镇化必须激活城镇和农村双重
资源，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保持
城乡适度差别，优势互补。该区启
动了城乡一体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

点，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动
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引导农村支
援城市，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实
现共融共进。

缩小城乡差距是新型城镇化的
关键。总投资 3.8 亿元的宁波市妇
儿医院北部院区（一期）落地慈城
镇，宁波市第一医院江北分院（市第
九医院）也建到了农民家门口。在
洪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
农民，开好化验单后，可直接到市第
九医院检查，也可请名医下村诊治，
城乡医疗无缝对接。该区投入农村
中小学的公用经费高出城区 10 个
百分点，仅慈城镇就建有 9 家星级
幼儿园，农村户籍学前儿童入园率
逾99%。该区还打破农民养老保障

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乡壁垒，
3.6 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全区的农村低保标准实现
了与城市相等。

保持城乡适度差别，则是新型
城镇化的活力所在。在城乡一体化
改造中，江北不盲目跟风丢失特色，
而是打造一村一品，最大限度地保
留了农村资源和特色。走进毛岙
村，旧时的平房刷上了崭新的“外
衣”，屋顶新建马头墙。村民生活便
捷，用着与城市同网的电、气、水和
宽带，公路通到门口。总投资 300
多万元的生态公园环抱村庄，竹影

婆娑，清水潺潺，大批城里人被吸引
来游。

乡村尽展风格，发展更有后
劲。江北区打破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坚冰，激活农民的创富热情。在
该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经济合作
社股权和农村住房，甚至拆迁安置
房协议都可便捷地进行抵押贷款，
盘活了农民资产。城郊兴起了一
片片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万亩盆
景基地、万亩水果基地等，带动城
市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去年江北
城乡收入比缩小至 1.85∶1，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

村民享城市生活 村村建特色一品

江北区统筹城乡共融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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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吟 毛传来
县委报道组 朱映归

本报讯 这些天，缙云县城里，
300 多套新建成的保障性住房正在
等待新主人。保障性住房怎么分
配，曾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的一道
难 题 ，私 下 里 很 多 人 担 心 有“ 猫
腻”。意见征求会上，约 50 位符合
公共租赁要求的市民被请到相关
部门，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这些意
见建议最终被吸纳到新出台的政
策中。最后，这道棘手的难题迎刃
而解。

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群众是最
好的老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缙云坚持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群众导
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顺应群众
期盼，回应百姓呼声，凝聚民智民
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走出办
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沉下身子听
取群众意见，让决策部署符合民
意，让民生工程赢得民心。

如今，小到公交车票价调整，
大到公租房承租，在缙云的重大民
生事项中，公众参与的身影越来越
多，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民主
决策机制。每个重大决策出台前，
都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的
意见，并把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
以合适形式反馈或公布。

问政于民，问出了民主决策，问

出了虚心纳谏的胸怀。截至 8 月
底，缙云县四套班子领导在教育实
践活动中走访农户 2330 户，征求到
意见建议 2881 条；县委常委会征求
到意见建议 1819 条，其中“四风”方
面的意见建议169条。

一到招生季，县机关幼儿园园
长叶爱婉就眉头紧锁。作为缙云县
城仅有的两家公办幼儿园之一，县
机关幼儿园的入园名额十分紧张：
每年最多招收百来个孩子，但总会
迎来四五百位报名者。

问需于民，问出了民生期盼，问
出了造福百姓的承诺。能不能新建
一个优质幼儿园？县委负责人听取
意见时，及时回应民意，协调处理。
有关部门通过论证决定，新区幼儿
园投资2800多万元，规划建设15个
班，预计可入园450人。

缙云还启动了“转作风连民心，
千人百日走基层”主题活动，分成工
作进度督查组、工作思路调研组、重
点项目攻坚组、企业帮扶服务组、农
村发展指导组等，千名干部深入一
线，广泛听取民情民意。

问计于民，问出了民意汇集，问
出了吸收民智的通道。缙云出台完
善一系列制度，最大程度倾听民意、
集聚民智，提高决策的预见性、科学
性和有效性，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
支持，集聚百姓更多正能量，为加快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
基础。

缙云坚持听民意聚民智解民忧——

“三问于民”促整改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民务实清廉为民务实清廉
切实反对四风切实反对四风



记者 丁谨之

本报讯 村庄整治、道路拓宽、
河道清淤、立面改造⋯⋯一项项工
程接连推进，“龙门客栈”品牌的 10
家农家乐试营业。在村党支部的
带领下，开化县齐溪镇龙门村已跃
过“龙门”，摘去了“后进村”的帽
子。

近年来，衢州重拳整治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通过走访，对 6199
个基层党组织进行分类定级，排查
出的 105 个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
织，通过“第一书记”挂帅入村、“造
血”式经济帮扶、助推村班子培养等
多种方法，针对性开展整顿转化。
截至目前，105 个软弱涣散村（社
区）党组织全部整转到位。

“‘第一书记’来了以后，村里发
生了大变化。”柯城区石室乡新东村
党支部书记江小虎告诉记者，任新
东村“第一书记”的衢州市委负责
人，为该村确定“浙西康体健身第一
村”的发展目标，并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集体经济增收等十大项目。衢
州在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过程
中，市、县两级党委书记挂帅，11 名
市领导和 94 名县领导分别担任 105
个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的“第
一书记”，帮助找准问题，剖析原因，
制定整改方案。今年以来，“第一书
记”已深入联系点开展走亲连心
262 人次，听取各类意见建议 1850

条，帮助解决问题321个。
衢州实施相关部门单位与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结对挂联。除每年
帮助挂联村发展不少于 1 个项目，
落实不少于 1 万元的帮扶资金外，
挂联部门还通过创新村集体经济发
展路子，增强挂联村自我“造血”功
能。在衢州市府办的协调下，衢江
区湖南镇岩家山村通过购置“物业
飞地”获取租金收益等方式，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已从两万元提高到 5.8
万元。目前，该市 1189 个年经营性
收入 5 万元以下的行政村已转化
618个。

大力解决基层党组织活动场
所缺失、过小的问题，加强基层干
部队伍建设，这些是衢州整顿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的“组合拳”。至
今，衢州已有 3 个无活动场所、53
个活动场所小于 100 平方米的村解
决了活动场所问题，并分批组织
2936 名村主职干部开展集中学习，
增强工作能力和责任意识。开化
县中村乡矛岗村还通过县里组织
的“挂牌招才”，吸引本村在外创业
的能人充实到村两委班子，投身家
乡建设。

衢州将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重要内容，落实责任，严格督查。
截至目前，6 个赴县（市、区）督导组
共开展专项督导 13 次，提出整改意
见121条，发布督查通报2期。

第一书记挂帅 部门结对帮扶
衢州着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9月13日，杭州上万名跑步爱好者参加健康跑活动。参跑者沿着西湖景区行进，在挥洒汗水享受运动
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欣赏西湖美景。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潘良干 摄西子湖畔 健康快跑

记者 滕昶 县委报道组 陈传敏

本报庆元 9月 13日电 初秋的
早晨，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的空气
格外新鲜，鱼儿在清清的溪水中游
弋，早起的村民们则在溪两岸洗
菜。“如今溪水真是清澈啊，很多年
没见到的野生鱼又游回来了！”月山
村村民吴如仙高兴地说。

庆元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但
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遇到“成长的
烦恼”。在庆元县境内七大流域中，
有 13 段共 50 公里长的河道为垃圾
河、黑臭河，主要污染物是生活垃

圾。每逢“洁净乡村全民行动日”，
这 13 段河道就成了整治重点，党员
干部带着村民纷纷下到河里，清运
垃圾，疏浚河道。

为从源头上控制污染，该县还
投入 3000 多万元，建成并投入使用
3 个垃圾填埋场、8 个中转站，添置
了 2.1 万个垃圾箱、60 辆垃圾清运
车。

在五大堡乡濛淤村，村民们凭
借良好的环境，办起了农家乐，腰包
越来越鼓。但伴随农家乐而来的生
活污水如何处理成了大家的难题。

由于缺乏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越来越多的生活污水被直接排到河
中。“一到夏天，这里就恶臭阵阵。”
濛淤村党支部书记吴新民说。

转机出现在今年，借着“五水共
治”的东风，庆元县决定启动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为濛淤村这样的
小山村建设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
程。今后 3 年，庆元将投入 2.93 亿
元用于 292 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
根据规划，今年有 107 个村纳入到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中。到目前为
止，这 107 个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村，

污水处理设施已经投入使用。
项目治水，是庆元县消灭“垃圾

河”，完成“清三河”任务的法宝。庆
元对治水项目实行优先报批、优先安
排用地、优先安排资金、优先力量保
障，并以项目建设责任领导分工制、
重点项目建设挂牌督办制、项目完成
情况销号制等制度进行逐个突破。

在项目治水的推动下，如今庆
元全境七大流域中的 13 段共 50 公
里长的垃圾河、黑臭河，已成了“水
清、岸绿、景美”的风景河。

昔日黑臭河变身风景河

庆元:全民治水洁净乡村

中国将选拔第三批航天员
首次选拔工程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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