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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能否铁腕反腐、动真碰硬

二问能否心系群众、执政为民一问能否公正用权、
清正廉洁

伴随着伊滨区开发建设，出现了大量的项
目、资金及劳务等涉及群众利益的敏感问题，
我们的干部是否做到了公正用权、清正廉洁？

伊滨区的做法是补短板抓公开。该区以厘
清职权、规范用权为重点，以公开示权、阳光用权
为核心，以制度创新、构建体系为抓手，紧紧围绕
权力怎样运行、如何实施有效监督两个重点，逐
步建立起了“区、镇、村三级政务公开”运行机制。

自2012年以来，该区纪工委会同人事、民
政、财政等部门，每月对公开情况进行检查，对
不履行公开职责、公开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责任追究。目前，该区已经对公开工作进行
了40次专项检查，发现问题76个，整改76个，
对16名责任人进行了追究。

基层部门是民生项目、资金实施链条
的“末端环节”，也是惠及百姓的“第一道
关口”，一些基层干部吃拿卡要、雁过拔毛
的违法乱纪行为，令群众深恶痛绝。整治
老百姓身边的腐败绝不是“小事一桩”。

那么，伊滨区纪工委整治“吃拿卡要”
能否动真碰硬呢？伊滨区的做法是铁腕
反腐、动真碰硬。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
题；2012 年以来，针对土地流转、三资管
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医保等容易

发生腐败问题的领域，伊滨区纪工委共查
办案件140起，党政纪处分148人，其中开
除党籍19人，涉及科级干部14人；移交司
法机关 8 起，涉案 31 人，挽回经济损失约
825.26万元。 （翟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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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滨区纪工委：躬身“三问”问出责任和担当
眼下，伊滨区开发建设如

火如荼。项目怎么建？资金

怎么用？征迁怎么办？这些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群

众最关心，反映也强烈。

针对群众最关切、反映

最强烈的问题，伊滨区纪工

委躬身“三问”，补短板抓公

开，破难题抓监督，治痛点抓

追究，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直令群
众反感。如何才能使为官不为、懒政怠政
无处藏身，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呢？

伊滨区的做法是破解难题抓监督。
在区、镇、村三级“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
建立起来后，伊滨区纪工委及时跟进，督
促有关职能部门和各镇政府，建立起“公

开办事流程、规范办事程序、明确办结时
限、反馈办理进程、首接负责到底”等制
度，在具备条件的办事窗口安装监控设
备，跟踪监督服务质量。同时，该区向重
点企业发放服务监督联系卡，建立服务
企业责任倒查制度，及时解决影响企业
发展的问题。

伊滨区纪工委不断加大巡查暗访力
度，对办事不力、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约谈和警示，今年 1 月至 8 月共对发
现和掌握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的30人进行
了问责，其中因工作作风不实、失职等原
因，分别对4名科级干部、3名机关工作人
员进行效能告诫或诫勉谈话。

土坯房、老祠堂、麦秸垛、石磨盘……走进
小浪底镇庙护村，这些老墙老屋、老物老件，瞬
间把人带回到最原汁原味的农村，记忆中浓浓
的乡愁扑面而来。

距离庙护村不远的石门村是小浪底水利枢纽
建设时期的移民村。为了让乡亲留住乡愁，村里
在房前屋后的边角地随地就势，打造了乡土乡貌
园、乡音乡情园、乡邻乡亲园3个小景观，通过老
物件、老壁画，再现了昔日的衣食住行、方言土语
和当年搬迁时守望相助、攻克难关的温暖氛围。

从破败山村到重塑乡愁，庙护村、石门村的

巨大变化，是小浪底镇打造美丽乡村、留住家乡
记忆的缩影。

近年，小浪底镇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过程
中，不搞大拆大建，更加注重乡村文化的传承，
着力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比如，班沟村因班氏家族久居此地而得
名。该村在村边开辟了丝绸之路主题公园，再
现了班超出使西域的辉煌历史。北达宿村喜好
书法的群众多，当地发动群众自发建设书法广
场和书法长廊，让全村都弥漫着浓浓的墨香。
典型案例不一而足。

美丽乡村建设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钱，另一个是标准。
没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标准，花钱出力不见得能出效果。

在农村，各地经济实力不均，基础条件也有差异。如何用较
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让乡村更具特色？孟津县小浪底镇按照因
村制宜、力求节约的原则，把每一个山村都塑造得“别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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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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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让乡
村更具韵味”是小浪底镇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探索出的宝贵经验。而这个
样本背后，是当地干群统一思想，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大胆实践。

近年，小浪底镇建立“身子扑下
去、问题查清楚，提升要彻底”的工作

机制，把干部派到基层，分片包干，并
通过督查考核，让优秀的有票子、有面
子，让落后的挨板子、丢面子。

近年，尽管财政捉襟见肘，但各村
团结一致，筹资筹劳，“八仙过海，各显
其能”，创造性地打造了一批乡村气息
浓郁的美丽乡村。如今，乡愁石门、老

家庙护、民俗刘庄、休闲崔岭、书法北
达、雅致雅沟等特色山村韵味十足。

“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步是要让
农村美起来。下一阶段，我们将依托
美丽乡村发展休闲旅游，把农村经济
搞起来。”小浪底镇镇长张敬民说。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陆永升

用较少的钱 办更多的事 避免千村一面 留住乡愁记忆
美丽乡村建设的“小浪底经验”

一村一韵 留住乡愁

聚焦孟津聚焦孟津县小浪底镇县小浪底镇

其实，小浪底镇“修旧如旧、重现
乡愁”的做法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当地
吃透村情、自己动手建设美丽乡村的
独特创造。

2012年年底，我市启动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工作，计划先后用3年时间，实现
全市所有村庄环境达标。然而，在小浪
底镇，很多村庄交通不便，房屋破旧，群

众观念滞后，并且大多没有集体经济，全
部建成达标村并不容易。

发展慢、缺资金是小浪底镇的短
板，但生态好、农村风貌保存完整的优
势很明显。特别是，中央城镇化工作
会议提出的“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让当地干部醍醐
灌顶。

近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各村按
照特色化、乡土化、节约化的标准，能用
料姜不用石头，能用石头不用砖头，能种
乡土树不种名贵树，不仅有效避免了“城
不城，乡不乡，土不土，洋不洋”的问题，
而且保存的风土情趣更加浓郁。有的村
把从县城捡回来的旧彩砖翻过来，铺出
了汉砖的效果。

自己动手创造精品

凸显特色力求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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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李春
声）昨日，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35兆
瓦机组环保提效改造工程项目合同签
订，外围工程开始施工。项目改造后，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等排放量将
显著降低，为我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
市做出贡献。

根据环保部相关标准要求，万基控

股2台135兆瓦机组须进行脱硫、脱硝、
除尘设施环保提效改造。该环保提效改
造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由于机组原锅
炉本体没有设计脱硝接口，须原锅炉厂
家重新设计改造方案，难度大且工艺复
杂。自今年5月以来，万基控股同哈尔
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电力勘
测设计院、江苏峰业科技环保集团等企

业多次协商论证，最终确定改造方案。
在目前电解铝市场形势异常严峻、

企业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该项目将
采用BT模式建设。目前，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结束，初步设计正在加紧
进行，脱硫塔外护板及保温拆除工作已
完成一半，预计11月进行原料采购、设备
制造、脱硝系统开工及其他前期准备工

作，12月20日实施停机改造并于明年3
月底前改造完工。届时，改造机组将符
合达标排放要求，助力万基控股向创建一
流发电企业的战略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万基控股启动135兆瓦机组环保改造

26日上午，我市举办了一场领导干
部金融知识讲座。说是领导干部讲座，
大部分听众却来自企业界尤其是中小
微企业。市金融办组织活动，总是费尽
心思为中小微企业着想。

“金融服务‘双创’，就是要促进银
行和企业形成良好的信贷关系，把资金
源源不断引向企业，以解创业创新燃眉
之急。”市金融办主任刘茂钦说，他的文
件袋里时常装着两样资料，一样是企业
的融资需求，另一样则是金融机构的信
贷投放项目。他们的任务正是牵线搭
桥，让银企双方发生“化学反应”。

银企“相亲”，“红娘”累。今年以来，
市金融办组织举办了两次大型银企洽谈
会，一次在3月，一次在7月，银企双方共
签订贷款合同5285项，签约金额724.64
亿元。数以千计的贷款合同千头万绪，
市金融部门不惧繁琐，一一跟踪问效、督
促落实，目前已落实资金641.7亿元，落
实率为88.6%。截至9月底，全市已完成

融资447.8亿元，占省定融资目标任务
的92.33%，融资总量位居全省第二。

“彩礼”不够，“红娘”凑。从去年6
月开始，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小微企业
还贷周转金业务。今年以来，通过市、
县两级财政增资，周转金规模从 2000
万元增至 1.4 亿元。截至今年 9 月底，
全市累计办理周转金业务913笔，周转
金额达37.5亿元，帮助企业节省倒贷成
本4000余万元。

这913笔周转金业务，几乎每一笔
都是一场惊心动魄“救火”行动，每一笔
都在考验着金融部门的时间概念和执
行力。今年上半年，我市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在银行融资上亿元，多为企业互
保。受经济下行影响，该企业资金链风
险凸显。市金融办及时介入，先后召开
5次协调会，为企业协调续贷资金3000
万元，为企业办理还贷周转金 2 笔共
1320万元，保障了企业资金链安全，防
止了互保圈风险蔓延，避免了 10 余家

互保企业陷入危局。
“开花结果”，“红娘”乐。经历过大

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培训，全市企业上
市挂牌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从“要我上
市”转变为“我要上市”。市委、市政府
专门为企业上市开通了绿色通道，建立
了“一事一议”制度，对企业上市过程中
涉及的土地、规划等相关问题，各相关
部门联合办公、特事特办，帮助企业轻
装上阵。今年前9个月，全市新增上市
公司 1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13 家。现
在，全市上市公司已达11家，发行股票
14 只，新三板挂牌企业达 21 家，上市、
挂牌企业均居全省第二位。此外，全市
有3家企业向全国股转系统上报材料，

30余家企业同券商签约，另有新三板后
备企业逾50家。

在支持“双创”上，市金融办这个
“红娘”可谓乐此不疲。在27日召开的
全市稳增长保态势座谈会上，市金融办
自我加压，在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基础上提出：争取年底前再有 3 家至 4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研究出台中原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奖补政策，今年争
取2至3家企业到该中心挂牌；继续开
展新三板培训，争取年内实现新三板培
训县区全覆盖；将新三板后备企业规模
扩充到100家以上，为明年新三板及上
市工作做好企业储备。

本报首席记者 孙自豪

市金融办：“双创”路上好“红娘”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推动乡村‘双创’的发展，必

须重视发挥‘龙头’的引领作用。”
这些天来，在笔者针对乡村“双创”的调查中，无论是接触

到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乡村创客，“龙头”都被他们重
点提到。

道理很简单。“双创”，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乡村
“双创”，由于主体中占大多数的农民在知识和能力上的局限，
更是“摸着小石头过大河”，要想顺利推进，非有少数头脑清
醒、智慧过人者先行先试，趟出一条“正确的路”，再带动周围
人“做正确的事”不可。

偃师市缑氏镇马屯村，“天下制鼓第一村”，以前村里卖
鼓，都是带上干粮和样品走街串巷四处推销，辛苦、麻烦，销量
寥寥。后来，村里几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尝试着利用互联网
卖鼓，结果销量和收入大增。而在这几个“龙头”的带领下，如
今，网络售鼓在马屯成为常态。

孟津县平乐镇平乐村，“中国农民牡丹画第一村”，也正是
在几个“龙头”的示范下，全村牡丹画销售才得以搭上“互联
网+”的快车。

岂止马屯和平乐？放眼全市乃至全省、全国，每一个乡村
“双创”搞得红红火火的地方，都能找到“龙头”引领的典型事例。

10月28日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透露，截至9月底，全
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360家，各类产业化组织
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组织+基地+农
户”等多种形式，带动农户 72 万户，占全市农村总户数的
52.7%。

这组数据清楚表明了“龙头”之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
性，帮助了我们坚定认识与决心：在乡村“双创”中，尤其要注
重发挥“龙头”的引领作用。

而如何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对有关县（市）来说，最重要
的恐怕是立足本地特色，在有条件的乡村尽快培育或引进一
个或几个成长性好、带动性强、创新度高的企业，在政策、资
金、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让他们“有底气，少麻烦，
早成功，多赚钱”，带动乡村创客们破茧而出、层出不穷。

乡村“双创”亟待“龙头”引领
啸 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