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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颜 新 文
孙 凯妮 见习记者 宋哲源） 浙江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先行试点省市之
一。5 年来，省纪委监委一体推进党
的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纪
检监察机构改革，着力健全党统一领
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为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积累了
浙江经验。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健全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

2017年1月22日，省监察委员会
正式揭牌。4月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
员会全面组建完成。我省在全面试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赋予监委的 12
项调查措施的基础上，相继出台《浙江
省监察业务运行工作规程》等25项制
度、82类法律文书和79个业务工作模
板，基本建成一套规范有效、可复制可
推广的“监言监语”制度框架。

监察体制改革前，全省行政监察

对象38.3万人。改革后，监察对象达
到 70.1 万人，增长了 83.02%。监督
范围的扩大对纪检监察机关提出全
新的要求与挑战。近年来，我省积极
探索将监察职能向基层进一步延伸
推进。2018 年 7 月底，率先在全省
1389 个乡镇（街道）派出监察办公
室。2020年初，部署开展“强化清廉
村居建设 有力推动基层治理”专项
工作，在全省设立 2.4 万余个村（社
区）监察工作联络站。

据统计，自监察办、监察工作联络
站设立以来，全省各乡镇（街道）纪委

（纪工委）、监察办公室已提出监察建
议5623条；全省村级监察工作联络站
共开展交叉监督、联合检查2万余次，
提出整改意见2.8万余条。

5年来，省纪委监委还坚持全省“一
盘棋”，分类施策推进派驻机构改革。

2018 年底，省一级全面完成派
驻机构新一轮机构调整和人员调
配，派驻机构由 35 家减少至 25 家，
派驻机构编制数平均达到 9.8 名。

同时，实现派驻干部与委机关干部
选调录用、选拔任用、轮岗交流、教
育培训、经费保障和党建工作“六个
一体化”，在体制机制上保证了派驻
机构的监督权威。

在此基础上，省纪委监委进一
步探索分类推进省属高校、国企和
金融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特别
是撤销浙商银行等 5 家省属金融企
业纪委和内设监察部门，改设派驻
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
导，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是派驻机
构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我省
探索建立健全省直派驻机构、高校国
企纪检监察机构一体化协作机制，派
驻机构与监督检查室协作配合机制，
审查调查协调机制等。如今在浙江，

“室组地”联合办案已成常态。5 年
来，全省派驻机构共处置问题线索
51102件、立案9727件，2021年处置
问题线索数比 2016 年增长 385.3%，
办案量增长94%，实现从机制健全到

监督精准度的提升，从案件数量的增
长到办案质效的提高。

与此同时，全省各级纪委监委紧
紧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有利契机，探索
建设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体系，以
数字化赋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率
先开路，剑指老百姓最关心的基层事
项和小微权力腐败易发多发环节，对
村级工程、资产资源、劳务用工、村级
采购、困难救助、印章管理等六大村社
腐败易发高发权力事项进行动态监
督、实时预警。行政权大数据监督及
时跟进覆盖。交通工程、国有房产、涉
企补助、高校科研经费、拆迁等5个领
域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多跨协同场景成
功点亮，共产生预警信息9620条，核
查处理285人，追缴资金1245万元。

我省还建立了“预警处置、问题
归集、面上整改、制度重塑、成效评
价”的数字化监督闭环管控流程，通
过对预警问题的分析研判，全自动生
成区域性领域性问题，举一反三推进
面上整改、系统治理。至今，我省公
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已生成问题清
单 220 份，推动开展闲置资产处置、
工程直接发包比例过高等专项治理
89 次，推动完善省级层面制度 9 项、
市县层面制度116项。

我省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推动制度优势释放更大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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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度优势释放更大治理效能

5 月 27 日，记者从省信访局获
悉，在近日公布的全国信访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名单中，我
省共有8个集体（个人）上榜。

其中，4 个受表彰先进集体是杭
州市西湖区信访局、湖州市安吉县信
访局、台州市信访局、浙江省公安厅
信访处，4 个受表彰先进个人是宁波
慈溪市崇寿镇信访办干部陆建强、
金华永康市信访局副局长施佩、舟山
市信访局来信来访接待中心主任
陈策和丽水市信访局副局长徐雄。

他们是我省信访战线上的杰出
代表，也是我省党员干部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理念的生动体现。

“有个信访案件，我还要跑一趟，
去查查当年的政策⋯⋯”受表彰前，
慈溪市崇寿镇信访办干部陆建强和

往常一样，穿着老布鞋奔波在弄堂
巷尾。

凭着一双停不下的“大脚板”，陆
建强不仅走到群众家里，更走进群众
心里。有次，村民老何认为自己在老
房拆迁补偿时吃了亏，闹着上访，可
是要查询历史资料凭证非常困难，陆
建强一趟趟地往自然资源规划局、档
案馆、征迁办等单位跑，终于厘清房
屋权属，为他争取到缺失的补偿款。
老何成了陆建强的好朋友，当镇里要
选聘一批信访代办员时，老何第一个
报了名，从“信访人”变成了“信访工
作者”。

在做“群众送上门的工作”时，每
位信访干部都有自己的“宝”，但“把
群众当亲人，把冷暖放心上”是他们
共同的经验。

舟山市信访局来信来访接待中
心主任陈策的手机里存着 10 多个
特殊的常联系号码，70 多岁的林大
伯就是其中之一。因历史遗留问
题，诉求又超出政策范围无法解决，
他长期上访。一次，情绪激动的林
大伯把滚烫的热水泼在了陈策的脸
上，可是陈策不气不恼，简单处理后
继续上门和老人沟通解释，老人最
终被说服。

“无端受委屈，要说一点不生气
那不可能。”陈策说，可是一想到能
帮群众解决一个难题，为社会稳定
做出一点努力，就觉得自己的工作
很有价值。

在丽水，一起信访288件次的案
件成功化解，被很多信访干部视作

“教科书式”的案例。几年前，莲都区

一位群众因为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
问题屡屡上访，丽水市信访局副局长
徐雄召集相关单位联合接访，又根
据信访人实际经济困难给予帮扶，
成功化解了这起重复信访案件。“信
访干部要有为民排忧的心气，也要
有动真碰硬的胆气。”这句话，徐雄常
挂在嘴边。

时代在变，信访工作的要求也在
变。面对新情况、新变化，信访干部
要实干苦干，还要会巧干，才能更好
地服务群众。永康市信访局副局长
施佩被同事们称作信访“智多星”，她
推行民情民访代办制度，让信访群众
少跑路，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她
还探索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坐堂主
审、政府职能部门参与会审、司法部
门专家陪审的“三堂会审”制度，有效
提升了信访案件的化解率。

急难愁盼有回应，矛盾纠纷被化
解，在建设共同富裕美好家园的征途
上，还有许许多多信访干部，用心血
和汗水创造一个个“小平安”，夯实全
省“大平安”的基础。

春 风 化 雨 解“ 千 结 ”
——我省“全国信访系统先进个人”速写

本报记者 李 攀 见习记者 宋哲源 通讯员 朱旭恒 张一帆

一、决定任命沈铭权为浙江省
民政厅厅长。

二、决定任命郎文荣为浙江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

三、决定任命应柏平为浙江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四、决定任命顾建新为浙江省
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五、决定免去王剑侯的浙江省
民政厅厅长职务。

六、决定免去方敏的浙江省生
态环境厅厅长职务。

七、决定免去项永丹的浙江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八、决定免去金永辉的浙江省
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职务。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
（2022 年 5 月 27 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金永辉为浙江省人大
民族宗教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外事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

二、任命邵峰为浙江省人大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三、任命王剑侯为浙江省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2 年 5 月 27 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李章军的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

二、免去周根才的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三、免去梁健的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
长、审判员职务。

四、免去郑军的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2 年 5 月 27 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批准任命叶伟忠为杭州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批准任命何小华为宁波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三、批准任命柴峥涛为温州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四、批准任命黄辉为湖州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五、批准任命杨劲松为嘉兴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六、批准任命程曙明为绍兴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七、批准任命钟瑞友为金华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八、批准任命黄曙峰为衢州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批准任命糜方强为舟山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批准任命王美鹏为台州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一、批准任命吕献为丽水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职名单
（2022 年 5 月 27 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郑惠敏、王慰、郑成功为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2 年 5 月 27 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温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补选
邵峰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嘉兴
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补选王剑侯为省十
三届人大代表。金华市第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补选金永辉为省十三届人大代
表。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邵峰、

王剑侯、金永辉的代表资格有效。
湖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接受
罗国建辞去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职
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罗国建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23名。

特此公告。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27日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紧接第一版）投身国家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等创新平台，聚焦“卡脖子”关键
核心技术，探索科学“无人区”，加
快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各级党委政府和科协组织要努力
提供更好政策、建设更强平台、营
造更优环境、推出更多务实举措，
为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干事创
业创造良好条件。

据 悉 ，2022 年 全 国 科 技 工
作 者 日 浙 江 省 主 场 活 动 以“ 弘
扬 科 学 家 精 神 ，建 功 共 富 示 范
区”为主题，旨在大力弘扬科学
家 精 神 ，团 结 引 领 广 大 科 技 工
作 者 厚 植 家 国 情 怀 、勇 于 创 新
争 先 ，争 做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排 头 兵 ，在 服 务 浙 江 高 质 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征
程中建功立业。

【亲历者说】
以往博士研究生起招的西湖大

学，近日完成了首批本科生招生初
试。全新云谷校区的布置、通识课
的师资招聘、开学典礼的筹划⋯⋯
校长施一公的行程本上写得密密
麻麻。

“我们希望培养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拔尖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域的未
来引领者！”他说。

“我们仿佛破茧成蝶。”施一公
见证了西湖大学的许多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这 些 年 ，西 湖 大 学 的 校 舍 建
设在扩大，师资队伍在壮大，生源
结 构 在 完 整 ，成 果 也 在 累 积 。
2020 年初以来，西湖大学科学家
揭示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瞬间、
通过蛋白质大数据分析预知新冠

肺炎轻症病人是否会转成重
症⋯⋯一系列困扰人类的科
研难题，在西湖大学的实验室里
找到了答案。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当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深水
区，如何摸索前行？“我们希望做中

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者。”施
一公说，西湖大学的初心是能

为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作出自己独特
的贡献，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
合科学规律的特色之路。

在新型大学治理制度上，西湖
大学秉行“教师治学，行政理校，学

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理念，对破除
高校行政化痼疾作出大胆尝试，让
教授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在科技
创新评价标准上，打破“唯论文数
量、唯期刊影响因子、唯论文引用次
数”人才评价模式，鼓励学术自由探
索，宽容试错；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模式上，坚持“小而精、高起点、研究
型”办校定位，发展前沿学科，力求
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原始创新方
面有所突破。

改革之果会挑剔土壤，浙江就
是一片沃土。西湖大学和浙江的相
互选择，有双方的默契。

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在具
有崇学传统和创新
基因的浙江，西湖
大学是其中的一次
实践。

打造教育强省 浙江先试先行

西湖大学探路高等教育改革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李娇俨 通讯员 张 弛 蔡寅霁

【闪亮时刻】 2018年10月20日

创造新业绩 喜迎党代会

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在杭州揭牌成立。

5 月 26 日，沪苏湖铁路湖州段东苕溪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成功跨越东苕溪，为沪
苏湖铁路后续大跨度连续梁施工提供了经验。

拍友 罗雯佳 郭俊彦 本报记者 张帆 文/摄

5 月 27 日上午，连接乐清与洞头的温州瓯江北口大桥通车，连接粤闽浙三省的
甬莞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将大大提高我国东部沿海公路运输大通道通行能力。

本报记者 张帆 周琳子 甘凌锋 共享联盟乐清站 刘言勇 文/摄

合龙合龙合龙 通车通车

2017年以来，我省实现

■ 教 育 经 费 总 投 入 达

13317.44 亿元，学科建

设经费达110.88亿元

■ 3 所高校23 个学科入围
国家“双一流”，列全国第五

■ 立项建设387 个国家一

流本科专业，实现 11 个设区
市全覆盖

■ 共建本科以上层次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 13 所，总量列
全国第三

■ 新设引进高水平大学省级

引导资金50亿元
浙报制图：戚建卫

本报讯 （记者 黄珍珍） 为
表彰慈善先进、激发慈善热情，
让“善行浙江”金名片更真实可
感，我省启动第七届“浙江慈善
奖”评选活动，表彰 2019 年 7 月
至 2022 年 2 月期间在各类公益
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机构和项目。5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公众网络投票活动在浙江新
闻客户端上线，展示近年浙江涌
现出的公益慈善领域典型，邀请
大众投票点赞。

经过前期发动社会各界推
荐、自荐及评委会评审，共 160 名
个人、机构和项目获得了第七届

“浙江慈善奖”各奖项提名。他们
中，有坚持多年资助困难学子的
八旬老人，有以赤诚之心回报社
会的爱心企业家，有热心志愿服
务的“东海渔嫂”，还有致力于东
西部协作的帮富群体⋯⋯

本届评选活动由省民政厅承
办，共设立六类奖项，最终表彰名
额总数为 130 个，其中，慈善楷模
奖10名，个人捐赠
奖、机构捐赠奖、
慈 善 项 目 和 慈 善
信托奖各30名，志
愿服务奖20名，乡
村振兴奖10名。

我省启动第七届“浙江慈善奖”评选

扫一扫 来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