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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本轮巡察发现

部分村‘两委’对组集体收入支出不管不

问，且存在村组集体资产底子不清、情况不

明问题，有较大的廉政风险……”“我们将

进一步加强与纪检、财政、农业、审计等部

门的联动配合，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加大清产核资力度，摸清底数，澄

清‘家底’，查找村组廉政风险点，算好收支

‘明白账’，为全面实施‘组账乡管’打下坚

实基础……”在日前召开的郏县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扩大）会上，该县县委巡察办主

任李飞就扎实推进巡察共性问题前置整改

工作进行汇报。

自十三届郏县县委第八轮村（社区）巡

察工作开展以来，郏县县委巡察办坚持“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的工作方针，及时抓早抓小，在实践中探索

提炼并推行巡察共性问题前置整改机制，

对于巡察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坚

持问题导向，梳理汇总共性问题清单，紧盯

源头找症结，落实整改抓提前，紧扣事前作

预防。

为扎实推进巡察共性问题前置整改，

避免巡察中同类问题重复出现，该县把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范围扩大至县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政策法规室等相关部室

负责人，就具体共性问题整改加强巡察监督

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的深度融

合，确保问题早发现、早排查、早安排、早处

置、早整改。对于巡察期间问题线索的处

置，建立巡中线索快速移交机制，实现纪委

监委由“后期介入”转变为“全程参与”，确保

案件快查快办快结。据统计，在本轮对 9 个

乡镇 141 个村级党组织巡察中，已梳理发现

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基层党组织建

设、农村“三资”管理等方面普遍存在的共性

问题 4类 15个方面，先后在巡中移交问题线

索 21件，拟移交问题线索 79件。

“深入推进融合监督，前置整改共性问

题，不仅有利于放大巡察政治效应，提升巡

察质量，还能确保巡察整改落实不悬空、见

实效，防止巡察发现问题久治不愈、死灰复

燃、反复发生。”郏县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刘振伟表示。

确保整改落实见实效 防止问题死灰复燃

郏县融合监督推进巡察共性问题前置整改

3 月 31 日，明媚的阳光照耀在茨芭镇中

蛇山绵延的山坡上。盘山路两旁，沐浴在

阳光下的马尾松枝绿叶翠，摇曳生姿。山

坡上，冯朝带领 30 多个村民，正在把草棵子

清理到山脚下。

“ 这 种 大 草 棵 子 叫 猪 毛 菜 ，浑 身 都 是

刺，对栽树影响很大，得把它们铲掉弄到山

下，不耽误栽树。”冯朝说。

冯朝家就在山下的铁炉村。他是一名

退伍军人，还是村里的党员干部。2018 年，

茨芭镇采取生态补偿的办法，组织镇内各

矿山企业开始大规模的荒山绿化行动。从

那时起，他就被辖区内的富宇公司聘为中

蛇山绿化负责人。

2018 年 11 月，冯朝指挥 3 台大型挖掘

机，在山上连续大干了 50 多天，开辟出几条

盘山道路。2019 年 2 月开始，他又指挥 14

台挖掘机连续干了几个月，在山的几面坡

上挖出了一道道梯田，种上了 2.6 万棵侧

柏、1.2 万棵马尾松、2.5 万棵花椒树、5000 棵

核桃树、6000 棵柿子树、1200 棵枣树、4000

棵苹果树和 4000 棵樱桃树。

冯朝是个责任心强的人，在造林的日

子里，几乎天天在山上忙，用他妻子的话说

就是“迷到山上了”。为了看护山上的树

苗，他曾一个人裹条被子，一连几天住在树

苗堆旁的汽车里。

冯朝栽树的标准很高。他是村里植树

队的“总指挥”，为保证成活率，他规定一个

人一天最多只能栽 80 棵。谁领的树苗，栽

到哪道梯田里，他都有记录。谁栽树达不

到标准，就要被扣工资，以后也不能再来干

活。

除了对栽树严格要求，浇水也实行责

任制。谁浇的哪个片区，效果怎么样，他同

样有记录。为了保证树木成活，冯朝要求

每次浇水前要先扒坑再浇水，浇完水再封

土。经他建议，山上设立了 11 个储水罐，让

运水车把水先放到罐里，再用长长的橡胶

管子输水浇树，提高了效率。去年，他领着

村民共给山上的树苗浇了 8 遍水。由于成

绩突出，冯朝成了镇里的造林模范，还在全

镇表彰会上作了发言。

“这些马尾松是去年栽的，这段路上共

栽了 3400 多棵，共死了 4 棵；那面山坡上栽

了 2000 多棵，共死了 8 棵，可以说成活率很

高。”冯朝说。

由于遭遇疫情，今年中蛇山上的绿化

开始得有点晚。即便如此，截至目前，冯朝

负责的东山坡上也已经新栽了 5700 棵马尾

松小苗，还有 6000 棵软籽石榴树已挖好了

树坑，等待运送树苗的车子到达后就开始

栽种。

“过不了几年，这些小树苗都长大了，

这山就会完全变个样。到时候，这里将会

是满眼绿色、花果飘香，说不定就会成为旅

游景区。咱把荒山绿化好了，子孙后代看

到这满山的绿树，都会念着咱们的好。”冯

朝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通讯员 李世旭）

冯朝：荒山绿化的“总指挥”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李世旭）

3 月 31 日上午，一辆满载生活垃圾的专用

车驶入郏县茨芭镇垃圾处理站。处理站值

班人员邢培远按动电钮，垃圾装填口的铁

门缓缓打开，垃圾通过装填口被倾倒入池，

再被送入巨大的直立反应器中进行处理。

不一会儿，垃圾处理站就恢复了宁静。

“这套设备利用热解原理使垃圾中的

有机物发生热解，再经过一系列处理，最终

达到环保排放标准。”垃圾处理站技术负责

人胡仲凯说，“一般情况下，经过设备处理

后，一吨生活垃圾最终只剩 20 公斤左右的

废渣。”

垃圾处理站靠近大门的地方是控制室，

控制室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垃圾在热解反

应器里的情况。控制室设有报警装置，一旦

反应器里温度超标或者垃圾缺料，仪器会自

动报警。控制室的终端系统还与政府环保

监测系统相连接，随时接受远程监测。

设备全自动运行，可对垃圾自动上料、

自动控氧、自动平铺、自动除臭净化，处理

过程省力、科学、智能，有效解决了生活垃

圾分类难、无害难、减量难的技术难题，是

目前国内先进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这座垃圾处理站占地 1000 平方米，总

投资 300 万元，2019 年 12 月底一次点火成

功，每天能处理 10吨左右的生活垃圾。

茨芭镇有效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难题

一吨垃圾仅剩 20公斤废渣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郏

县财政局各科室工作人员积极

履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经费

保障，涌现出了很多先进典型。

吴 慧 芳 是 该 局 办 公 室 主

任。自疫情防控启动以来，她牢

记自己的职责使命，勇敢逆行，

义无反顾地冲在疫情防控最前

沿，连续坚守在防控一线 21 天。

她坚守岗位，每天早出晚归，虽

然离家很近，却从没回家吃过午

饭，总是吃泡面对付一下。她加

班加点，购置、发放疫情防控物

资，督促局机关每天两次内外消

毒，设置疫情防控卡点 2 个、安排

卡点人员值班，每天下午 5 点前

准时上报疫情信息报表、定期到

财政局分管社区上门测量体温

等，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坚守，守护群众的安全

健康。

该局社保科科长谢为亚是

市 人 大 代 表 ，她 严 把 资 金 进 出

关，确保每一笔专项资金及时拨

付疫情防控第一线，为打赢新冠

肺 炎 疫 情 阻 击 战 提 供 资 金 保

障。疫情防控中，社保科具体负

责对上级财政疫情防控专项资

金和本级财政疫情防控资金的

下拨、指导使用、统计上报等工

作，谢为亚就一天一统计、一日

一上报，并通过电话了解资金使

用进度，及时指导基层单位使用

好专项资金。根据反馈的情况，

她再制作详细的专项资金使用

明细报表，按照上级有关要求及

时报送。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这场

没 有 硝 烟 的 人 民 战 争 中 ，我 们

局 有 很 多 像 吴 慧 芳 、谢 为 亚 一

样 有 责 任 、能 担 当 ，默 默 无 闻 、

无 私 奉 献 ，全 力 以 赴 战 斗 在 疫

情 前 线 的 党 员 干 部 ，他 们 为 全

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了

坚定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郏

县 财 政 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肖 志

举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郏县财政局防疫小记

积 极 参 与 疫 情 防 控
确 保 资 金 及 时 拨 付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

员高鹏程）3 月 31 日上午，堂街

镇寺后村村民孙战胜指着一片

废墟说：“拆得好！这片危房拆

掉了，路就通了，以后出门也方

便了！”只见挖掘机一路向东，已

经连片拆了 10余处危房。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姬建国

介绍，这是近期拆的第八处连片

危房，共 8 宗 27 间，面积约 800 平

方米，大部分是“一户多宅”，拆

除后准备建成游园。

春节过后，堂街镇掀起人居

环境整治和“一户多宅”治理高

潮，仅寺后村就拆除危房 52 宗

174 间，打通“断头路”11 条。村

内原有的危旧泥土房不见了，闲

置不用的猪圈、牛栏、烟炕都拆

了，旧房拆下的土、砖用于环境

整治。

堂街镇整治“一户多宅”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4 月 1

日，记者在郏县安良镇刘武店村

西侧看到，鸭子正在碧波荡漾的

肖河水中嬉戏，岸边的绿树鲜花

与崭新的栏杆，构成了一幅美丽

的田园画。

安良镇境内有胡河、蓝河、

肖河三条河流，其中胡河长 8.1

公里、蓝河长 9 公里、肖河长 12.1

公里。三条河流将镇区环抱，形

成覆盖安东、安西、安南、芦河、

蜂刘、田村、鲁庄、肖河等 8 个村

方圆 10 公里、河道总长 20 公里

的循环水系。广阔渠穿境而过，

长度 11.6 公里。各大河渠流经

25个建制村。

去年以来，安良镇以“保水

系、防水患、活水流、稳水量、美

水景”为规划指导思想，大力实

施挖塘开渠、河道贯穿、修堤建

坝、植被修复、清淤护坡等工程，

把水系做活、做精、做美，充分利

用和整合水资源，实现以水“润”

镇，为安良发展注入新活力，提

升人居环境。截至目前，该镇已

修 建 堰 坝 7 处 ，栽 植 河 岸 树 木

1900 余棵，清理河道 16.5 公里、

淤泥 2300 余立方米。

一村一特色 一水一景观

安良镇全力打造水文章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为进一步推动

“巾帼脱贫行动”，助力脱贫攻坚，近日，县

妇联组织“巧媳妇”工程基地金宝巧媳妇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到安良镇段沟村开展家政

服务技能扶贫培训。

金宝巧媳妇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安排的

讲师、金牌月嫂现场授课，实践操作。30

多名留守妇女、贫困妇女学习了孕妇及产

妇护理、新生儿护理及保健按摩、孕妇及婴

儿膳食营养与饮食搭配、产褥期保健及相

关护理等专业知识。

县 妇 联 组 织 开 展
家政技能扶贫培训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

员李红晓 刘伟勋）3 月 29 日，记

者从郏县财政局获悉，2019 年郏

县共理赔农业保险资金 1527 万

元，受益农户 20225 户，其中农业

种植业保险理赔资金 1223 万元，

受益农户 19995 户；农业养殖业

保险理赔资金 304 万元，受益农

户 230户。

2019 年，郏县财政局认真落

实国家农业保险支农惠农政策，积

极组织郏县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等 4家农业保险承办机构，

采取有效宣传手段，增强政府和农

户参保意识，扩大农业保险承保险

种，及时核定农户受损情况，督促

加快案件办理及资金赔付，保障全

县农业保险政策落实到位。

在承保理赔过程中，该局严

格遵守政策性农险规范经营要

求，认真做到“五公开、三到户”

和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

户，认真查勘定损、及时理赔拨

付，做到应赔尽赔，解决了受灾

农户的后顾之忧，增强了全县农

业抗风险能力。

郏县去年理赔农业保险1527万元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4 月 2 日，郏县

司法局传来消息，该局近日被河南省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近年来，郏县司法局紧紧围绕司法行

政工作大局，以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综合

素质和机关文明程度为目标，以开展爱卫、

创卫教育为重点，严格按照省级卫生单位

创建要求，设立专门的宣传栏、标语，建立

专门的健身室、乒乓球室，配备各种健身器

材，定期组织健康检查，多措并举做好爱国

卫生工作，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审核。

郏 县 司 法 局 获 评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听说慢性病卡

可以门诊报销，但是不了解具体办理流程

和条件，也不知道哪些病种能申请，今天的

集中宣讲把我们的疑问都解释清楚了。有

符合条件的，可以集中办理。”3 月 30 日，李

口镇闫集村五保贫困户闫全笑着说。

为深入推进健康扶贫，进一步提高慢

性病卡使用普及率，补齐脱贫攻坚短板，该

镇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由各村脱

贫责任组负责，镇卫生院组织各村村医对

农户进行大走访、大排查，对村内有办理慢

性病卡意向的群众进行统计，建立台账。

根据各村走访台账，各村党支部书记和扶

贫专干负责，统一组织召开政策宣讲会，讲

解政策和慢性病卡办理的流程与要求。

对符合条件的群众，根据流程协助办

理；对行动不便且无法提供办理资料的村

民，由镇卫生院协助鉴定办理；对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村民，凡是缴纳有新

农合的，在原有报销基础上增加 200 元报

销金额；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由帮扶人和

镇卫生院耐心讲解政策。

截至目前，全镇共发放宣传页 5000 余

份，召集群众 3700 余人，解答群众疑惑 810

余次，签订告知书 456 份，重新办理慢性病

卡 186人，其中贫困户 3人。

李口镇：

宣讲扶贫政策
为民解疑释惑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 通讯员孙文涛）

“河道干净，河坡也进行了整理，建起漫水

坝，坝上铺设人行步道，河道两边建起了小

游园。昨天平整出的河岸又种上了月季、

桂花、红叶李等风景树，俺村一天比一天漂

亮了……”4 月 2 日，渣园乡仝楼村村民王

军强高兴地说。

“我们村从去年腊月底开始治理，到现

在已有两个多月时间了。军强原来在外边

一天能挣 300 多元呢，听说村里搞河道治

理后，他放弃高工资，回来带领村民为河道

治理出了不少力。”提起王军强，仝楼村党

支部书记李红伟赞不绝口。

为做好“四水同治”和水系贯通工程，

渣园乡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带领干群以青龙

湖引水渠、青龙河、二十里铺河三条河为基

础，集中开展河道综合整治行动，彻底清理

河道内和河岸边垃圾，平整河床，在河岸整

出的空闲地建游园，见缝插绿、见空种花。

为保证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仝楼村

村务监督委员会派专人监督，乡纪委成立

联合督导组，对河道综合治理的进度和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时督导检查，确保把

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截 至 目 前 ，该 乡 共 投 入 资 金 50 余 万

元，出动各种机械 100 余台次、人力 1000 余

人次、运输车辆 100 余台次，累计清理河道

15 公里，清理河道垃圾 530 立方米，修建各

种堰坝 10 个，建造小游园 4 个，栽植各种树

木 4000 余棵。

渣园乡稳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4 月 2 日，堂街镇段李庄村村民赵存良

在桑园内拢杈。该村种植桑树、加工桑杈

有近 300 年历史，拥有技艺的都是 60 岁以

上的老人。随着机械化的普及，桑杈在很

多地方没了市场，但是新疆的棉花种植户

却对桑杈情有独钟。目前，该村有大面积

种植户 3 户，年可产桑杈 3000 把左右，主要

销往新疆。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拢桑杈

4 月 1 日，南水北调中线干

线工程郏县管理处职工在巡查

救生设施。

自 3 月 12 日起，该工程入渠

流量增加，从之前的每秒 175 立

方 米 调 至 每 秒 290 立 方 米 。 为

确 保 输 水 安 全 稳 定 ，该 处 职 工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大对

郏 县 境 内 20.3 公 里 渠 道 、24 座

桥梁和安全防护设施的巡查检

查力度。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加强安全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