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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读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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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作风，以实效取信于民 今天，我们如何养老今天，我们如何养老“工作十法”典型案例摘登

》》详见20版

武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敬终如始——

加减乘除，答好民生大考题

教育实践活动，犹如一次心灵
的洗礼，让武义县广大党员干部更
加牢固树立为民服务宗旨和强化责
任意识。于是，在深入开展活动过
程中，党员干部更懂得担当，无论是
急难险重关头，还是狠抓整改落实
时，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给城乡群
众留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那晚，多亏党员干部冒雨排除
破塘险情，不然我家可要遭殃了！”
虽然事情已过月余，但壶山街道高
坞村村民李舍银依然很感慨。

8 月 19 日晚，武义县遭遇持续
强降雨，短时最大降雨量超过 200
毫米。高坞村一处 1.5 万立方米的
山塘水库水漫堤坝，严重威胁 30 余
户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次日凌晨
3 时许，暴雨如注，村支书何青柏和
村委会主任凌智勤见山洪汹涌而
来，赶紧组织抢险，全村 10 余名党
员干部在极短时间内赶往抢险现
场。这时，破塘方向的洪水已冲毁
排水沟，附近多家农户进水。凌智
勤果断决定，扒开泄洪口，任由洪水
沙石冲毁自家一亩多菜地。堤坝下
100 余名村民安全了，他的菜地却
变成了水塘。

据统计，这场强降雨共造成全

县 10 余个乡镇受灾。紧急关头，县
委、县政府领导和全县 5000 余名党
员干部参加救援，共安全转移群众
5972人。

在武义，一项农村党员“全员责
任制”，为田间地头的老百姓津津乐
道。该县有山塘水库 4600 余座，林
业用地面积 175 万亩，1 万余名农村
党员总动员，守护山林、山塘水库，
保一方百姓平安。而全新推出的

“环境卫生责任制”，也把农村党员
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党员都
争着干事，不让他参与就认为是‘看
不起他’。是不是党员，村民一看
就知道！”一位村干部说。

不仅是险情发生时，在推动重
点工程建设和问题落实
整 改 中 ，党 员 干
部也积极作

表率，用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
这段时间，西联乡大溪口村正进行
美丽乡村二期的景观游步道工程建
设。而村支书朱遗荣把自家手续齐
全的店面房拆个精光，在村民中引
发不小震动。

朱遗荣的店面房有 70 余平方
米，每年收入 5 万元，但由于景观游
步道工程需要，他主动安抚家人，忍
痛拆除房屋。“美丽乡村建设是造福
全村人的大好事，我是村支书，我不
带头拆谁带头拆！”朱遗荣的态度坚
决。在他的带动下，村里有关的 5
名党员主动拆除影响工程建设的各
类建筑。截至目前，全村有 30 余户

村民响应，拆除面积达 450 余平
方米。

党性做“加法”：
关键时刻，党员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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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咏南 翁浩浩 县委报道组 朱跃军

每年夏秋时节，武义县
迎来旅游旺季。这个以温泉
闻名的生态旅游县，因海内
外的宾客盈门而变得更加火
热。

如今，同样火热的，还有
正在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
促整改，问题不过夜；树理
念，党员作表率；强服务，干
群零距离；抓机遇，转型谋发

展⋯⋯在干群间一次次心与
心交流、情与情交融中，群众
明显感受到变化：党员干部
的理念转变了，服务民生更
给力；作风转变了，关键时刻
冲在前；思路转变了，绿水青
山成富矿。

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这道
民生大考题上，武义交出了
一份出色的答卷。

这段时间，时阴时雨。
不过，武义县温泉旅游度假
区沈店村村民何双安，再不
用为大水淹房发愁了。更让
他高兴的是，问题从反映到
解决，前后只用半个月时间。

事 情 要 从 8 月 下 旬 说
起。当时，温泉旅游度假区
党员干部在沈店村走访农户
时，发现溪郭线二期工程沈
店段存在设计问题，新路面
比 老 路 高 30 厘 米 至 60 厘
米。一旦发生洪灾，周边 10
余幢农房存在被淹隐患，其
中包括何双安一家。

当天，走访的党员干部
就把问题反映给县公路段、
县设计院等相关单位，并协
调相关单位实地勘查，与村
干部、村民现场沟通，最终决
定增设拦水坝和泄洪管道，
还主动给农户家加固墙基、
制订补偿方案。

整改落实，只有立说立
行，才能取信于民。眼下在
武义，“问题不过夜、清零不
积压”的理念，已深入各级领
导干部的内心：在县委主要
领导的带动下，通过建立问
题交办制，对群众反映的各
类问题，做到当天收集、当天
梳理、当天交办，办好一件、
回复一件、销号一件。

武义县委常委班子紧紧
围绕解决“四风”问题，认真
回应群众意见，梳理出“严格
政治纪律、密切联系群众”等
5 个方面的 38 项整改内容、
47 条整改清单，逐项落实责
任人，制订任务书、时间表和
路线图。截至目前，已有 26
项、35条整改落实到位。

“姓名：汤某某；反映问
题：设立后陈公交车站；整改
措施：已联系公交公司，12

月底前完成；责任人：陈跃
富。”⋯⋯在白洋街道后陈村
的村务公开栏内，记者看到
一张“群众诉求整改清单”。
清单共列出村民反映的各类
民生问题 95 个，每个问题都
明确整改措施、完成时间和
责任人，清单每月更新一次。

不仅是后陈村，从县四
套班子，到县机关各部门、乡
镇，再到偏远山区村委会，全
县上上下下都有这样一份清
单，办理情况每天自查“清
零”，确保件件抓落实。截至
目前，全县已累计整改“四
风”问题、办理回复各类事项
556件。

整改落实效率高不高，
效果好不好，还得由群众说
了算。

由于常在网上给县政府
和有关部门“挑刺”，履坦镇村
民林正标在当地小有名气。
不过现在，他又多了一个头
衔：“群众观察员”。此前，他
提交的“乡镇招投标有串标现
象”、“对矿山偷挖现象应加大
打击力度”等 3 份《观察员反
映表》，很快得到县政府的反
馈和落实。“没想到我们说话
真管用！”林正标高兴地说。

像林正标一样，在武义
县 活 跃 着 109 名 群 众 观 察
员，他们中有县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无党派人
士、普通党员和群众等，负责
收集意见、建议，评议整改落
实成效。截至目前，群众观
察员共提出意见、建议 97
条，反映群众难题 162 个，解
决率超过 90%。同时，通过
媒体公开77家单位396条次
的“整改清单”，设立作风建
设群众投诉平台，集中曝光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整改做“减法”：
交办销号，问题不过夜

教育实践活动，解决了为谁服
务的大问题，让广大党员干部转变
执政理念，他们更加明白，显绩的
持续增长离不开潜绩的支撑，只有
潜绩巩固了，显绩才有突现的后
劲。因此，必须以“一任接着一任
干”的劲头，加快转型升级，谋求生
态发展，改善民生福祉。

武义县突出问题导向，从深化
改革、转型升级、项目建设的最难
处入手，破解一批阻碍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以教育实践活
动的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来到浙江金澳兰机床有限公
司，展现在眼前的是高达 35 米的高
标准厂房。走进生产车间，各式大
型落地式数控镗铣床、龙门铣床、
磨床等加工母机，都是国际先进水
准的设备。公司董事长吕时广说，
目前研制的新型冲床设备，1 台的
产量相当 20 台老式冲床，但用电量
却减少约30%。看似一幢小楼房大
小的 T2-800 机床设备，运行声音只
有 60 分贝，和一辆发动的小汽车声
响差不多。

大刀阔斧破除藩篱。武义县
以 77 个在建项目、已供未建项目、
备案技改项目为重点开展“百日攻
坚”，全面推进“四破整治”、“四换
三名”等工作，目前已完成 46 家企
业的“两化融合”和 96 个“机器换
人”项目建设。曾经，畜禽养殖业
是当地的重要产业之一，但随着生
态建设深入，武义县决定“忍痛割
爱”。今年以来，该县共关停拆除
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2603 家，拆
除面积106万平方米。

走进全国生态文化村——泉
溪镇白革村，只见山清水秀、古树
成群，村内遍布红豆杉、香枫、钩
栗、乌桕等稀有树种，其中 400 年以
上的古树有 100 余棵。村里的生态
景观、人文资源引来一拨拨国内外
游客，村里 5 家农家乐每天顾客盈
门，村口的古树林吸引一群群摄影
爱好者，村民们手编的竹编工艺品
也成为抢手货。

当下，生态旅游也成为武义县
倾力打造的一块品牌。目前，全县
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村 20 余个、农家
乐 200 余家、漂流项目 5 个，开发荷
花物种园、大博金火龙果基地、鸟
巢生态观光园等一批农业旅游项
目，发挥生态优势，实现旅游富民。

践行群众路线永无止境。一
幅充满民生温度的美好画卷，正在
武义徐徐展开⋯⋯

转型做“除法”：
打破藩篱，
发展更生态

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
任、教授陈宏彩：武义县紧密结合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形式新颖，成效突出，成为我省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中 的 一 道 亮 丽 风 景
线。“加减乘除”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
题，而是一道饱含哲理、充满智慧的
政治考题。只有坚持不懈地用“加
法”强党性，用“减法”抓整改，用“乘
法”优服务，用“除法”促转型，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才会不断增加，党的执政
基础才会不断巩固。这方面，武义县
广大党员干部为我们提供了生动而
深刻的经验。

■ 专家观点

核心提示：
践行群众路线，是各级党

委、政府持之以恒的必修课。如何

让必修课答出高分？在第二批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武义县牢固树

立“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理念，通过

“问题不过夜、清零不积压”等做法，抓

实、抓细、抓好整改工作，让广大群

众切实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

带来的变化和成效。

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时

一张小小IC卡年检方式的变化，
折射的是服务群众理念的变化。

在一次民情体验活动中，武义县
交通运输局得知这样一个情况：由于
到县城路途遥远，一些偏远地区的群
众办理公交 IC卡年审和充值很不方
便。该局立即以督办单的形式，将群
众意见、建议通报给县汽运总公司，
要求该公司及时整改。县汽运总公
司很快延长年审跨度时间，并组织公
交IC卡送服务下乡活动。

征求意见用真心，整改落实抓
长效。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武义县
委、县政府注重建章立制。一个个
便民举措，一项项惠民政策，让党员
干部和群众的心贴得更近。

在柳城畲族镇县前村村委会，墙
上张贴的一张《村民接待日安排表》引
起了记者的兴趣。以前，村干部天天
与村民打交道，为何还特地设置接待
日？面对记者的疑问，村支书杨东升
侃侃而谈。原来，在县前村，村干部每
季度分片走访一次村民，做到“走村不
漏户，户户见干部”。“有些急切的问
题，如果等到村干部每季走访时解决
就太迟了，因此，我们村把每月15日
定为村民接待日，集中帮村民解决问
题。”杨东升解释，每次村民接待日，还
会邀请两名村民代表参与、监督。

前段时间，一位村民反映村里有
几盏路灯损坏，村干部及时与电力部
门联系，重新让楼堂和村道亮起来；县
里建小学要征用村里土地，一些村民
认为补偿费用偏低，村干部耐心解释，
并向上级部门汇报，及时与村民沟
通。一件件民生事，一番番真心话，都
在村民接待日“打开天窗说亮话”。

干群关系更融洽了。对此，后
陈村村支书陈忠武深有感触。“以

前，我们干事越多，村民越
要来信来访，认为我们在
捞好处。现在，村民生
怕我们不干事，总是催
着我们多办实事。”他感
慨地说。

据统计，在县委主要
领导的带领下，党员干部带
头深入联系乡镇街道、村、社
区，做到最偏远的村、最困难的村、
最有特色的村“三走遍”，累计走访
农户 10.3 万户，共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 4344 件。与此
同时，县委负责人“十联系”
和部门、乡镇（街道）负责人

“五联系”、乡村干部“周三服
务日”、“企业服务年”等服务机
制不断完善，“8890”便民服务中
心、网上政务大厅逐渐畅通，充分
发挥了服务民生的“乘
数效应”。

服务做“乘法”：
心系民生，干群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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