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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5 月 25 日，

从县人社局传来消息，全县各部门齐抓

共管根治欠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去年

未出现一起因讨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恶性事件和负面舆情；今年前 4 个月，

欠薪人数、欠薪案件数、欠薪金额同比

分别下降 19%、8%、21%。

高位推动防堵点。县委常委会、

县政府常务会多次召开会议，统筹谋

划根治欠薪工作，高规格成立根治欠

薪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对重点行业企业、重大欠薪

案件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及时启动

应急预案，快速妥善解决，确保根治欠

薪工作底数清、情况明、方法对、措施

实；成立 7个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

工作专班，集中力量对在建工程项目

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措施，排查欠薪隐患；点

对点开展普法宣传，“叶县人社”“叶县

融媒”多媒联动开设专栏宣传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增强用人单位依法用工

意识，提高劳动者运用法律手段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齐头并进化难点。该县全面排查

工程建设领域工资专用账户、实名制

管理、总包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维

权信息公示等制度落实情况，清查在

建工程项目审批管理、人工费拨付、资

金监管情况，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将现有 14 家在建项目并入河南省农民

工工资支付监管系统，项目入住率、专

户开设率、专户使用率均达 100%，名

列全市第一；将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纳入日常巡查重点，及时发现和消除

欠薪隐患，确保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及

时足额支付。去年，全县检查用人单

位 107 家、建筑施工项目 14 个，涉及职

工 5350 人；县财政筹措 200 万元应急

周转金，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讨薪期

间的生活费用和返乡交通费用，做到

保证金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县交存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含保函）14 户 3462

万元。

依法办案破痛点。开展根治欠薪

冬季和夏季专项行动、二十大根治欠薪

专项行动，集中解决一批欠薪案件，先

后巡查用人单位 121家，发现欠薪隐患 6

起，督促整改 5 起，立案处理 1 起；定人

定责、快立快处欠薪案件。去年，帮助

1076名劳动者追讨工资 1322万元，举报

投诉结案率达 99.3%。引导企业参与信

用等级评价工作，对获得 A级评定的企

业给予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减免，鼓励获

得 A级评定的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采

用银行保函缴纳工资保证金，切实减轻

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负担；对因欠薪

违法行为纳入“黑名单”的企业，会同行

业主管部门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形成有

效震慑。

多部门联动治欠薪

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段晓
珂）“路灯亮了，跳广场舞也有劲了。”

“是啊，是啊，这儿以前黑灯瞎火的，门

都不想出，现在没事了出来跳跳舞、活

动活动，生活更有滋味了。”5 月 22 日

晚，当县委第五巡察组成员曹正来到水

寨乡丁华村回访时，周围的村民兴高采

烈地说。

事情要从县委第五巡察组对水寨

乡及其所辖的 15 个村开展乡村一体巡

说起，巡察组组长李建锋带领成员到该

村走访时，群众反映村内道路部分路灯

不亮，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巡察组人员立即和水寨乡有关部门

及村干部联系，并走访周围群众，详细了

解情况。经调查，该村72盏路灯中有20

盏不亮，部分不亮长达一年。群众虽然

多次反映，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这件事反映了部分干部为民服务

意识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李建锋在

组务会上说，“必须迅速解决路灯问题，

决不能让老百姓守着路灯看天黑。”

巡察组立即向水寨乡党委下达整

改建议书，要求其立行立改。该乡党委

接到整改建议书后，督促丁华村村委抓

紧时间整改，并协调有关部门配合。丁

华村立即行动，更换了损坏的路灯，并

全面检修路灯和供电线路。

丁华村的路灯问题，只是巡察组工

作的一个缩影。在巡察组的督促下，关

庙沟村装上了道路反光镜，天边徐村退

还了乱收取的灌溉机井电卡工本费，霍

姚村的公章问题解决了……县委第五巡

察组进驻后，把立行立改、边巡边改、全

面整改作为提升巡察质效的有效手段，

带头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到群众中去发

现问题，现场督促解决有关民生事项。

“巡察就是要重点关注基层党组织、

党员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作风问题，重点

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什么

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

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赢得

人民群众的信任，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县纪委常委、县委巡察办主任王朝辉说。

巡察走近群众 及时解决问题

丁华村的路灯亮了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韩佩）5 月 21 日，在辛店镇的万亩

桃园里，桃子把枝头压弯了腰，果

树种植已成为该镇发展的重要特

色产业。

当天，县监委委员张晖带领廉

情监督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到该镇刘

文祥村重点督导农村集体“三资”监

督管理情况。“村里2000多亩（1亩≈
666.67平方米）桃子马上要成熟了，

今年预计总产量能达到 800吨，村

集体经济增加个十几万元不成问

题。”该村廉情监督员梁平介绍道。

“这几年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多

亏了咱的廉情监督机制，摸清了‘家

底’，理顺了债权，规范了‘三资’，村

民信任村干部，大家伙儿干劲十

足。”该村党支部书记梁留恩说。

乡村振兴，主场在农村，焦点难

点也在农村。为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强化基层监督，县纪委监委持续

深化廉情监督机制，探索“政经分

离”（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账

目分开管理），推行“阳光村务卡”，

通过廉情监督员“贴身”监督和“三

资”管理提级监督（村集体经济财务

交由乡镇“三资”中心提级管理），避

免村集体经济壮大、村干部“倒下”

的悲剧，让农村的“家底”更厚实、

“家业”更殷实、腰包更鼓实。

村庄变美了、村务清爽了、民

风清朗了，项目就进来了。刘文祥

村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路上得

到了更多助力，桃林连片种植，道

路畅通无阻，还建设了电商直播平

台，集春季赏花、餐饮休闲、水果采

摘、亲子娱乐于一体的休闲农庄初

见雏形，一条别具特色的廉旅融合

之路正在形成。

“做梦都想不到，我还能守着

家门口做份工，这日子是越过越有

盼头了。”看到纪检监察干部，在桃

园里务工的王大伯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梁平工作上公正严明，一点儿

也不含糊。

今年以来，县纪委廉情监督信

息中心常态化开展“三资”提级监

督检查 9次，下发问题督办通知 10

批次，整改问题 181 条，对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纠偏。

摸清“家底”规范“三资”

廉情监督让乡村发展有底气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温期
惠）近日，县司法局龚店司法所成功调解

一起兄妹财产纠纷案件，有效维护了家

庭关系。

李某遵、李某通、李某霞和李某英是

兄妹，龚店常李人。据李某英反映，大哥

李某遵已去世多年，生前由于体弱多病，

一直跟着她生活，其生病住院、后事处

理都是由她负责料理。二哥李某通未

成家，现在跟着大姐李某霞生活。2021

年，村里拆迁征用了她家里 3 亩（1 亩≈
666.67 平方米）地，其中包括去世母亲

杨某仙、大哥李某遵和二哥李某通的，

但征地赔偿款 20 余万元都被二哥李某

通领取。

李某英认为，自己赡养大哥多年，

其生前在医院住院及后事处理开支了

不少费用，大哥的赔偿款应该归她所

有，并且作为家里的子女，涉及母亲的

赔偿款也应该有她的一部分，于是要求

二哥李某通给自己 10万元赔偿款，但遭

到拒绝。

龚店司法所受理此案后，以维护家

庭和睦为出发点，本着“家务纠纷能调

尽调”的原则，立刻找到双方当事人到

司法所，针对双方矛盾焦点，分别为其

讲解民法典中有关继承的法律规定，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释之以法，最终促成

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李某通一次性

支付给李某英征地补偿款 8.5 万元，双

方不得再因此事产生纠纷。至此，这场

因财产继承引发的矛盾纠纷案件画上

圆满的句号。

因为财产起纠纷
司法调解促和谐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王
少军）5月 22日，河南昆都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人组织工作人员有序奔赴

各乡（镇、街道），对复审后低保及特困

对象进行入户调查。

为进一步提高救助的精准率，县

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第

三方调查评估机制，按照不低于30%的

比例对今年复审后的9662户低保及特

困对象开展入户调查。为确保调查成

效，5月 10日，该局抽调业务骨干对近

40名第三方核查人员就低保及特困供

养的申办程序、保障范围、家庭经济状

况规定及退出条件等进行培训。

此次调查中，第三方机构采取逐

户入户调查的方式，对低保对象（主要

核查家庭收入、刚性支出、经济状况、致

困原因等情况）及特困人员（主要核查

身体自理能力、代养人履职尽责情况、

是否符合特困供养条件等）审核确认精

准度进行入户调查，确保调查信息的准

确性。该局还组织人员不定期对调查

工作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确保调查结果

保质保量、真实有效。各乡（镇、街道）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及时纠正

审核确认中的偏差。截至目前，全县入

户调查已完成641户 686人。

“作为全县城乡低保及特困供养工

作的业务指导单位，为精准识别对象，

我们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性文件，同时

自我加压，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救助对

象进行入户调查，确保救助更为精准、

更为‘阳光’。”县民政局局长王要杰说。

引入第三方 提高精准率

县民政局让救助更“阳光”

本报讯（记者杨沛洁）5月 23日上

午，在任店镇月庄村外的韭菜田里，村

民或割韭菜装车，或锄草追肥……村

里，包装精美的韭花酱被装上货车。

任店镇是农业大镇，有耕地面积

9.2万亩（1亩≈666.67平方米），传统农

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依托紧临城

区的地理优势，该镇引进专业技术公

司，打造韭菜育种繁育产业园，培育发

展韭菜产业，建设“凤台韭香·五星工

坊”，亩均年收入在 8000元以上。

为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该镇以

党建为抓手，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

产业，实行“支部+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以月庄村为中心，带动周边中

旗营、史营等 14个村发展韭菜产业，种

植面积 5000余亩，并辐射周边乡（镇、

街道），成为河南久星生物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的韭菜种植基地；依托该公司

研发韭菜挂面、韭菜精油等深加工产

品，建立韭菜产业“产学研基地”，加快

科研成果转化步伐，带动村集体经济增

收，20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走出了一条“科研企业+村集体+农户”

的发展道路。

以柳疙瘩营村为中心的上海青种

植园区是该镇的又一特色产业区，可

带动周边高营、后营等 15 个村发展上

海青种植，种植面积 2000余亩。为提

升产品品质，该镇采取村企联建的模

式，在该镇党委、政府的协调下，柳疙

瘩营村与市松润农业有限公司合作，

采取党支部引导种植、公司指导种植

的方式，保证上海青顺利培育。

该镇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创建

名优品牌，上海青、韭菜被成功认定为

绿色食品；同时，该镇积极与省内销售

公司、商超签订销售合同，经销商直接

在田间地头收购，确保销售渠道畅通。

任店镇积极打造“五星工坊”

党建引领 村企联建

文集遗址位于常村镇文集村

村东和村西，总体处于澧河北岸的

二级台地上。

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为

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遗

址，西部主要为金元时期的遗址。

文集遗址是一处源自仰韶文

化时期，延续至元代，在金代发展

为较大规模的民间商品流通、交易

场所、集镇一类的遗存。该遗址考

古发掘成果，被评为 2008 年度河

南五大考古新发现。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平均深

度近 2米，几乎是不间断地前后纵

跨唐、宋、金、元、明，尤以金代遗迹

和遗物最为丰富。该遗址共发现

各类遗迹 1470 多个，计有大型建

筑基址 7 处、房基 50 多座、灰坑

1100 多个、窖藏坑 10 多个、灰沟 20

多条、道路 3条、地灶 80多个、火池

100多个、砖池 60多个、水井 14眼、

地道 1处、墓葬 4座。其中，最为重

要的遗迹是 5 座保存较好的较大

型房基、4 个存留瓷器数量较多的

窖藏坑和 1个埋藏有一大缸铜钱币

的窖藏坑。绝大多数遗迹位于金

代至元代初年的文化层之间。

窖藏坑位于房屋基址之内或其

附近，大多是口小底大的竖穴圆形

坑，并有少数为方形坑，还有一种带

有地道式洞室。在众多的窖藏坑

中，有4个坑出土瓷器90余件，连同

铁器、陶器在内计有 100多件。

有一个铜钱窖藏坑内出土满

满一大缸铜钱，估计有 800 多公

斤，绝大多数是北宋铜钱，也有南

宋与金代铜钱。其他的一些窖藏

坑或多或少地出土一些瓷器、铜钱

币或铁锄、铁鏊、铁桶箍等器物。

在这批窖藏坑所出的瓷器中，尤其

以 3件套保存完好的配有盏托、盏

碗与盏盖的茶盏更为引人注目。

这批窖藏坑的年代大都属于

金代，最晚可能迟至元代初期。出

土遗物以其质地的不同，可分为

陶、瓷、三彩、铁、铜、银、玉和石。

以釉色的不同，可分为白、黑、青、

钧、酱色五种，其中白瓷占绝大多

数，黑瓷、酱釉色瓷次之，青瓷与钧

瓷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瓷器

的器型计有碗、盘、钵、盏、盂、瓶、

灯、执壶等器皿类物。此外，还有瓷

俑、绞胎球、玩具等。就其装饰技法

来看，计有模印、刻画和绘花，装饰

花纹的种类计有三彩、白地黑花、

红绿彩和青花。

从遗址出土的瓦当与大型吻

兽类房屋构件、大量的民用瓷器与

少量较为高档的瓷器，较为集中的

大型地灶与火池，相对集中的铜钱

币与瓷器窖藏坑，以及较多的围棋

子、骰子等与娱乐活动相关的玩具

来看，这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村落遗址。

遗址中较为清晰而明确的地

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

究这一地区唐代至明代的历史文

化面貌，尤其是金、元时期民间的

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社会生

活诸方面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

的资料。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整理）

文集遗址

▽5月 25日，保安镇保安一村村民在收获小麦。

自 5月 23日开始，叶县南部山区小麦开镰，村民陆续开始抢收。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抢收小麦

5 月 20 日，一名户籍为廉村镇

的流浪汉张某（右二）被接回。

前不久，在乌鲁木齐一救助站

的张某申请回家，县民政局赶往当

地，历经 6 小时 3000 多公里将张某

接回。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千里归家

村民介绍文集遗址具体方位村民介绍文集遗址具体方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沛洁杨沛洁 摄摄

△5 月 26 日，在世界环境日到来前，县委、县政府举办叶县“十佳环保卫士”

暨“绿水青山大美叶县”主题摄影、短视频大赛颁奖晚会，用多种艺术形式赞颂为

环保事业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奉献者，展示叶县取得的环保成就。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赞颂环保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