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陈旭照 校对：郭晓辉 组版：刘涛
洛阳·县区04

洛阳·综合

“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的政治纪律
部分，完善了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
律条款……”日前，偃师区纪委监委驻
偃师区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
成员智晓娜在全区基层党组织书记党
纪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上耐心细致的
讲解获得学员好评。这是偃师区围绕

《条例》抓学习、深研讨、促转化的一个
生动缩影。

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偃师区坚
持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
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务，精心谋划，有力
推进，真正把纪律规矩融入日常、抓在
经常、落在平常，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
言行准则，持续推动学以致用，把党纪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

高位推动 入脑入心

偃师区结合自身实际，成立党纪学
习教育工作专班，结合全区党纪学习教
育工作方案，制定了《偃师区党纪学习
教育任务重点清单》和每周重点任务清
单，实施“周任务清单闭合制”，每周一
下发本周重点任务清单，逐项细化工
作任务，明确工作内容和时间节点，周
五组织专人到各级党组织巡回指导、
答疑解惑，帮助厘清工作思路、明确工

作任务，确保党纪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落地落实。

高位推动，以上率下。偃师区紧扣
学习主线，准确把握党纪学习教育的目
标任务和学习重点，不断丰富学习形
式，切实推动《条例》入脑入心。

举办基层党组织书记党纪学习教
育培训班和基层干部流动课堂，通过

“主会场现场培训+分会场视频培训”
形式，对全区4915名党员干部进行专
题培训；依托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

“三会一课”等载体，组织党员干部结合
《条例》学习，谈认识、讲收获；组织基层
党组织书记讲纪律党课，促使党组织书
记真正把主体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依托偃师融媒、清风偃师
等平台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每日一课”

“学习《条例》知识问答”等活动，对《条
例》进行宣传解读……

截至目前，偃师区开展集中学习交
流 961 次，其中党员领导干部到联系
点党支部参加学习交流 148 人次；组
织基层党组织书记讲纪律党课活动
124 场；推送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学习
内容59期。

以案促学 强警明纪

“清廉与贪腐只在一念之差，今天
的活动让我内心深受触动，切身感受到

了纪法的威严和违纪违法要付出的惨
痛代价。”日前，偃师区卫健委干部李
斌到法院庭审现场旁听后，深有感触
地说。

偃师区坚持以案促学，创造性打造
“沉浸式”课堂，将警示教育搬到法院庭
审现场，用好身边典型案例“活教材”，
组织全区设备采购、项目建设、财务管
理等关键岗位党员干部到现场旁听，
让党员干部身临其境感受纪法威严和
违纪违法的惨痛代价，强化警示震慑
作用。

与此同时，偃师区各级党组织依托
一体推进“三不腐”教育展馆，组织党员
实地参观，推动党员干部通过一个个贪
腐案例常思常醒，筑牢廉洁防线。截至
目前，共有951名党员干部走进教育展
馆接受警示教育。

越是身边人越能感同身受，越是身
边事越能提神醒脑。偃师区纪委监委
牵头收集整理本地各单位各系统 266
个典型案例，制定村（社区）党员干部违
纪违法负面清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真正把“不敢腐”的震慑和“不能腐”
的约束转化为“不想腐”的自律。

知行合一 以学促干

党纪学习教育贵在学以致用。偃
师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全力推动党纪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
相结合，使党纪学习教育成为推动中心
工作的有效举措。

偃师区纪委监委将党纪学习教育
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工作有机融合，聚焦乡村振兴、教
育、医疗、社保、黑恶势力及背后的“保
护伞”、违法乱占耕地、生态环保和村

（居）务公开8个领域，以及“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新形象工程”、加重基层
负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耍官威搞
特权和陈规陋习 4 个方面纠风治乱，
共排查问题 33 个，目前已完成整改
28 个。

与此同时，偃师区各镇（街道）党
（工）委组织全体班子成员下沉基层，到
分包村（社区）督促指导党支部开展好
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将党纪
学习教育与基层党建、产业发展、乡村
振兴等重大工程结合起来，真正把党纪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

“下一步，我们将在学习成果运用
上下功夫，把党纪学习教育与当前中心
工作结合起来，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
自选动作出成效，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
纪学习教育，把党纪学习教育激发的动
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能。”偃师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牛朝霞 李游利 李博）

偃师区抓学习、深研讨、促转化，持续推动学以致用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赋能高质量发展

“村里每月都把账目明细公示出
来，咱们一看就清楚村里干了多少事、
花了多少钱。”一个夏日午后，在偃师
区高龙镇高崖村的村务公开栏前，村
民们边看边交流。

偃师区纪委监委把打造“阳光村
务”作为清廉村居建设的切入口，组
织纪检监察干部深入一线，围绕村
级重大事务决策、集体“三资”管理、

乡村振兴资金项目和惠农政策补贴
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督促
各 村（社 区）及 时“ 亮 家 底 ”“ 晒 账
本”，推动村务公开常态化、制度化、
规范化。

清廉村居建设，干部清廉是关
键。该区纪委监委强化对村（社区）干
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的纪律教育，
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组建纪

律教育宣讲团，深入基层给村（社区）
党员干部上党课、讲党纪，教育引导基
层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
明底线。

针对基层监督力量分散、合力不
足、质效不高等问题，该区纪委监委进
一步健全区、镇、村三级联动基层监督
机制，完善监督清单，综合运用巡察监
督、提级监督、交叉监督等方式，在监

督体系上下贯通、监督力量高效整合、
监督治理“同题共答”上持续发力，不
断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

与此同时，该区纪委监委以清廉
村居建设为着力点，结合各村（社区）
实际，将清廉元素融入村中小景，让

“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清风正气根
植于基层干部群众心中。

（王雷 张晓炎）

打造清廉村居 助力乡村振兴

偃师区纪委监委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走访调研特色产
业生产、购销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摸排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惠农
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线索。图为近日，该区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在翟镇镇田中村土豆种植基地了解相关情况。

王雷 王莎莎 摄

偃师区纪委监委严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组织纪检监察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收集问题
线索和意见建议。图为该区纪检监察干部在流动接访点了解相
关情况。 王雷 王莎莎 摄

偃师区纪委监委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通过多种形式引
导村（社区）组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切实把党纪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具体行动和实
际成效。图为该区顾县镇纪委组织村组干部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王雷 王莎莎 摄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晔华）近日，廉政
历史戏剧剧本《甘棠树下》研讨会在宜阳县举行，经修改完善后，
该剧有望搬上舞台。

《甘棠树下》剧本由吕作现、亢留柱、孙跃成共同创作。它以
西周时期著名贤臣召伯为主人公。召伯，名姬奭，是周文王的儿
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其封地在召（今陕西岐山西
南），故称召伯。周武王去世后，召伯和周公一起辅佐刚继位的
周成王。召伯经常步行于洛阳乡间体察民情，广施惠政，在甘棠
树下处理民间诉讼，调解民间纠纷，深受百姓爱戴。在宜阳县香
鹿山镇甘棠村，至今还有一通“召伯听政处”碑。《甘棠树下》剧本
通过讲述召伯在甘棠树下审案、断案、教化百姓的故事，展示了
其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精神风貌和高洁品质。

与会人员认为，《甘棠树下》剧本在传承廉政历史文化、塑造
清正廉洁典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剧本通过召伯这一历史人物
的事迹，生动展示了廉政文化的精神内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
示和引导作用。剧本在传承廉政文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对现实
社会的关照，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在艺术表现上，可以进一步
挖掘召伯的人物特点，丰富剧情，增强戏剧冲突。在观赏性上，
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视觉、听觉的元素，以提升观众的观赏体验。

“召伯听政处”廉政故事
有望搬上舞台

“您好，近期是否有单位在你们这儿购买高档烟酒茶、粽子
礼盒或土特产？”近日，洛宁县纪委监委组织人员深入烟酒专卖
店、大型商超、酒店饭店等重点场所，开展纠治“四风”专项监督
检查，严防严查“节日病”。

端午节期间，洛宁县纪委监委围绕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
同类别作风问题突出表现，聚焦节假日公款消费、公车私用、滥
发津贴补贴、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深挖细查顶风违纪和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持续强化“室
组”联动机制，紧盯“四风”问题新动向、新表现，建立重点领域

“四风”问题清单，通过明察暗访、蹲点监督、随机抽查等方式，对
在隐蔽场所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朋友、老乡名义违规公
款吃喝，以快递物流方式“隔空送礼”，借出差名义公款旅游等作
风顽疾露头就打，释放从严纠治“四风”强烈信号。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紧盯公车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
点，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检查、调取监控等方式，对全县各单位公
车管理制度执行和车辆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托县机关
事务服务中心的公
车管理平台实施动
态监测，严防公车
私用等违规违纪问
题发生。（邱瑞丹）

紧盯端午纠“四风”
风清气正过佳节

端午到，香包俏。近日，在汝阳县
三屯镇丁沟村李阿婆香包厂，负责人李
水琴和工人们围坐在一起飞针走线，绣
图案、填香料、缠丝线、缝边角……忙碌
间，身边各色非遗香包渐渐堆成了一座
小山。

各族儿女代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是
推进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资
源。近年来，汝阳县三屯镇大力发展非
遗香包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
营造各民族共享共创共融的良好氛围，
让各族群众共享非遗发展成果。

“每年端午节前后是我们一年中最
忙的时候，今年订单量特别大，工人都
有几十人呢。”60岁的李水琴忙碌而喜
悦。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如今缝制香

包已经从她的个人爱好，发展成为当地
一大特色产业。

几年前，李水琴在广东工作多年的
女儿陈琳也回到家乡，与母亲一起做起
了香包。年轻人的到来也给传统香包
带来了新变化。

陈琳介绍，香包又称香囊、香缨等，
在古代作为一种随身配饰，是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独特符号，承载着深厚的中华
文化。如何让年轻人感受传统非遗的
魅力呢？

陈琳认为，非遗不是孤芳自赏的老
物件，而是鲜活的艺术瑰宝。与母亲主
攻民俗类图案不同，她将传统非遗香包
与文创进行结合，联合文创公司和青年
设计师推出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天
堂、洛阳鼎等系列文创香包，产品种类
涵盖挂件、胸针、钥匙包、手机包等，一
经推出就备受市场好评。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造型、配色都
在保持文物原型的基础上尽量贴近青
年审美，将传统非遗香包转化为人们愿

意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融入日常穿
搭。”陈琳说，这不仅是为了迎合消费市
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这一过程中提
升中华民族认同感，增加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自豪感。

目前，李水琴、陈琳母女正规划建
设传统非遗香包研学基地，让更多人真
切感受非遗文化的韵味、传统工艺的精
妙和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依托洛阳丰富的非遗资源，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在弘扬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增强
各族群众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进一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王
欢欢 索皎

非遗接轨“潮生活”一针一线共传承

近日，洛阳石化举办内容丰富多彩的
公众开放日活动。受邀者深入厂区，了解
洛阳石化绿色发展历程，沉浸式体验石油
化工产业链的魅力。汉服小姐姐与小朋友
们还与厂区新出生的鹿宝宝亲密接触。

近年来，洛阳石化围绕中国石化“打造
世界领先洁净能源化工公司”企业愿景，积
极践行绿色发展战略，着力加强生态保护，
持续提升清洁生产水平，努力打造黄河流
域绿色发展标杆企业。

洛报融媒记者 潘郁 通讯员 王东亮 摄

洛阳石化举办
公众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