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值班
舒增付

一版责任编辑
杨玉婷

一版校检
罗文斌

一

免费获取重要气象预
警信息，请致电 96121

农历辛丑年
七月初九

10502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
偏南风1～2级
22～29℃

16 882021

黔
东
南
民
族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建
设
，
人
人
参
与
人
人
享
。

新华社北京8月 15日电 8 月 16 日
出版的第 16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
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文章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
恒课题。党的十九大旗帜鲜明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强调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
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重要保证。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
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
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

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
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
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
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
含糊和动摇，必须常抓不懈。要教育引
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
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
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

文章指出，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
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
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
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
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
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正确政治方
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
迷糊和动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
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
有力制度保证。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
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

动。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
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使讲政治
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

文章指出，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
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
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
言行上。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
仰力量，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实践者，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
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感谢你们，我腿脚不便，你们帮我买了大
米，还给我送到家里来，太感谢了。”雷山县龙
头街道观音阁社区 75 岁的独居老人李大爷，
对帮忙打扫卫生、帮助采购生活必需品的党员
志愿者感激不已。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如何体现这个“新”
字？连日来，雷山县龙头街道观音阁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组织 30 余名志愿者，积极开展
点单配送服务，推行社区群众“点单”、社区中
心“派单”、社区志愿者“接单”、社区群众“评
单”的“四单服务机制”，为群众提供更贴心、
更便捷的服务。

据了解，雷山县注册志愿者 2779 人，与辖
区群众建立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工作机制，
党员志愿者通过短信推送、微信随访、重点走
访等方式，在社区开展文明劝导、社会监督、重
点区域消毒防护等志愿服务，累计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 4172 人次，服务群众 1.4 万余人。

我州将“察民情 访民意”专题调研作为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第一步，建立
领导干部带头调研、成果转化等制度，领导干
部定期深入基层一线，向群众征求意见建议，
深挖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靶向施策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任
务清单，并在主流媒体公布，向群众承诺办实
事任务清单。推行党员承诺践诺、党员“积分
制”管理等工作机制，组织党员开展入户走
访，摸清群众面临的难点堵点，以实际行动践
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摸清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还必须把
实事落到实处。黔东南州按照“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领导牵头抓，责任单位具体落实”的
总体要求，明确时间表、责任单位、责任人，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提升社区综合服务能力，打造 15 分钟社
区便民生活圈；实现全州 16 个县（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全覆盖；健全立体化智能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
点工作取得实效……在黔东南州“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任务清单中，笔者看到州
级 50 项 、县 级 804 项 任 务 清 单 紧 扣 群 众 需
求，清单内容具体、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一
目了然。

为推进项目清单落到实处，黔东南州建立健全了分析研判、沟通
联络、督查指导、情况通报四项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判分
析，将“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推进情况纳入督查督办事项，州县
两级巡回指导组通过明察暗访、听取汇报、现场看进度等方式，对项目
清单落实情况从严从实督导，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实行动
态监测管理和周报告制度，切实做好跟踪追查，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题。

针对暑期留守儿童缺乏监管、安全隐患大的情况，丹寨县各学校在精
准摸排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对多”结对帮扶机制，安排包联教师定
期入户走访，随时掌握留守儿童的状况，对近 200 名留守儿童的学习、生
活、心理进行及时帮扶和辅导，让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充实、安全、有意义
的假期。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施秉县建立劳动力联动摸排、包干指
导、日常调度、督导检查、部门协作等工作机制，通过组织劳务输出、公
益性岗位安置等形式，实现新增城镇就业 1300 余人，公益性岗位安置
1450 余人。

民有所需，我有所动。黔东南州坚持把为群众办实事同完善工作机
制结合起来，在原有的规章制度中融入新的政策、新的要求，形成常态长
效。

同时，黔东南州坚持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成效作为评价各参学单位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之
一，对措施得力、成效明显的单位进行宣传报道，让群众感受到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黔东南州坚持以制促治、以制提质，一系列科学高效的制度正在持续
发力，努力把群众实事一件一件办成、一件一件办好。据统计，截至目
前，全州已办结“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 95 项，其中，非常满意的有 85
项、满意的有 10 项。

制
定
任
务
清
单

解
决
﹃
急
难
愁
盼
﹄

—
—

我
州
扎
实
推
进
﹃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
实
践
活
动

○
通
讯
员
付
光
斌

本报讯（通讯员 裴爱鑫）“村上事
儿也多，但作为一名党员，时常会有股劲
不知道该往哪儿使、怎么使的感觉！”党
员熊国明的这番话，曾深深触动了三穗
县八弓镇界牌村支部书记龙秀坤的心。

如今的界牌村可不一样了，脱掉
“旧颜”换“新衣”。

“我家房顶漏雨党员帮我修，门口
的大路也是党员在扫。”界牌村竹院角
组 73 岁的侗族老人张清玉笑着指向门
前正在马路上扫地的几位党员，“真是
辛苦这些娃娃仔咯，看我年纪大行动不
便了，常来帮我打扫卫生陪我聊天。”

这一系列变化源于三穗县党员积
分制管理的推行，有效促进党员作用发

挥“变现入账”。
去年以来，该县出台了《关于实行党

员积分制管理的实施方案（试行）》，从积
分细则、操作程序、公示公开、结果运用等
方面入手，细化党员管理机制。特别是把
参与救灾抢险、卫生整治、为民服务做贡
献、能人创业促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纳入
党员积分内容，激励广大党员在重点任务
中发挥关键领头作用，充分体现党员不怕
苦、勇担当、敢作为的良好形象。

“我们村有59名党员，实行党员积分
制管理以来，党员的脚步跑得更快了！”长
吉镇赤瓦中心村党总支书记吴德辉说，现
在村里只要一有活动，大喇叭一喊，党员
都是你追我赶，生怕自己垫底，如今，不仅

是理论学习、环境卫生整治，就连发展产
业，大部分都是党员带着群众干。

作用发挥要有“效”，分数实打实是
根本。

“党员积分制刚推行那会儿，缺乏
经验，各党员的月度积分和季度积分是
在一天内‘商量’出来的，结果大家都很

‘优秀’，评分结果失去了‘味道’。”走过
“弯路”的台烈镇小台烈村党支部书记
欧再宝最有发言权。

据了解，为了破解党员积分制管理
落地难题，该县按照建立“党员据实申
报+支委会按月审定+季度考核公示+
年终综合评定”多方联动机制，明确各
党组织书记是抓党员积分制管理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党支部明确专人具
体负责全程跟踪管理，各党工委组织 2
名党建专干采取专项检查、随机调研、
适时督导等方式对所辖党支部进行实
时督导，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党
员积分制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以前党员积分制是本‘糊涂账’，
怎么挣分？怎么扣分？两眼黑。”滚马
乡塘冲村的老党员万政权表示，现在每
个党员每月得分多少、季度积分多少、
加减分事由是什么一目了然，大伙儿心
中有了“数”，争先也更有了“劲”！

目前，全县共有党支部 332 个，党员
积分制管理实现全覆盖，党员作用发挥
得到全面提升。

三穗县：“小积分”激发党员服务“大活力”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州林
业局始终立足于群众需求，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贯穿党
史学习教育始终，高站位、强统筹认真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聚
力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林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聚力“破题突围”办实事，加快把
我州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林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惠及更多群众。州
林业局围绕“两茶一药”深入推进林种
结构调整，通过“以林换林”调整低产
低效林，从根本上推动林业向多树种、
复合型、特色化、高效益发展。用足用
活国储林政策，积极探索“油茶+”“国
储林+”等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从
深层次上改变全州林业经营格局，促
进林业产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
州建成油茶面积137万亩，林下经济累
计利用林地面积达 619.35 万亩，产值
81.28 亿元。其中，林下种植 100.26 万
亩，产值 12.51 亿元；林下养殖 82.64 万
亩，产值 13.58 亿元；林产品采集加工
295.91万亩，产值15.88亿元；森林景观

利用 140.54 万亩，产值 39.31 亿元。以
林菌、林药、林鸡、林蜂四大产业为主
的基地建设，已建成万亩基地21个、千
亩基地199个、百亩基地2223个。

聚力“巩固脱贫成果”办实事，加
快推进生态补偿资金兑现和完善林
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让我州生态优
势惠及更多群众。州林业局严格落
实脱贫攻坚“四个不摘”要求，聚焦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全 面 落 实
38208 名生态护林员选聘，加快生态
补偿资金兑现力度，让公益林生态效
益补偿、退耕还林资金补助惠及更多
群众。不断完善林业产业利益联结
机制，大力推广“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贫困户）”“地租+保底分
红”或“倒租返包”等利益联结模式，
带动更多林区群众增收。目前，全州
油茶产业带动 4.1 万户 16.2 万余人增
收致富，林下中药材、林下食用菌、林
下养鸡、林下养蜂“四大产业”覆盖农
户 34.26 万户。同时，精准选派驻村
帮扶干部，组建州级林业系统林业专
家服务团队，帮助基层解决项目谋

划、生产技术等实际问题 60 项以上，
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聚力“民生需求”办实事，加快推
进国土绿化和森林城市创建步伐，让
我州优良生态更好满足群众对绿色生
态环境的需求。州林业局把改善生态
环境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
合起来，通过大力推进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石漠化综合治
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实施，全州累计完
成造林面积 228.49 万亩，中幼林抚育
89.98 万亩。加快森林城市创建，现已
获批森林城市 6 个、森林乡镇 34 个、森
林村寨 166 个、森林人家 1214 户。全
州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
量、森林覆盖率四项指标均位居全省
第一。

聚力“高效服务”办实事，优化简
化办事流程和增强服务意识，让群众
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优质政务服务。
州林业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梳
理权责清单 156 项，采取登门听取意
见、下沉到县督导、深入实地指导、定
期调度对接、定时完成办结、定向跟踪

回访等措施，做到“干部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更好满足了群众和企业“就
近办、一次办、满意办”的实际需求。
今年来，共办理各类建设项目使用林
地 审 批 62 起 ，涉 及 使 用 林 地 面 积
479.38 公顷，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和企
业办事的满意度。

聚力“生态治理”办实事，积极探
索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着力整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破坏森林资源问题，更好地回应群
众期盼。州林业局结合州情、林情，推
动建立健全州、县、乡、村四级林长组
织体系，以“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建立全州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一
套数”动态监测体系，持续开展“六个
严禁”等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全州涉
林行政案件已执行 1019 起，执行率
95.6%；涉林刑事案件已移送 177 起，刑
事案件移送率 100%。通过不断推进
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全州森林资源保护水平得到了提
升，群众反映强烈的破坏森林资源问
题得到根本扭转，更好地回应了群众
期盼。

（记者 聂蕾 整理）

州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余志彪：

突出五个“聚力” 让林业实绩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元彬）立秋，
在岑巩县各中药材基地，处处都有党
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众采收
中药材的忙碌身影。

“采收一筐百合 10 元钱，每天都
可以赚到 200 多块钱，家庭也照顾到
了。”在羊桥乡杨柳村 600 亩百合种植
基地，务工村民杨宗同说。

“百合基地以‘企业+合作社（党
支部）+农户’方式，为本村群众带来
务工收入 100 余万元。”杨柳村党员服
务队队长、党支部书记杨顺国说。

在党员服务队的带领下，今年羊
桥乡发展百合产业 2200 余亩，涉及杨
柳、炮湾、地坝等 8 个村庄，带动各村
寨群众务工就业达 6 万余人次，发放
群众劳务费 400 余万元。

在天星乡山岗村油茶林下套种
130 亩太子参种植基地，村民杨治发
说：“怎么挖得快，怎么才能保证挖
出来的太子参质量好，有党员干部
指导呢。”

“我们每天都要到各个中药材采
挖基地指导，最大限度促进中药材在
质量和产量上双提升。”该乡党员服
务队队长、党委组织委员张仁军介
绍，党员服务队由县、乡、村三级党员
组成。

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中 ，岑 巩 县 通
过成立党员服务队，采取“政府+企
业”“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大户+
农 户 ”等 模 式 ，做 大 做 强 中 药 材 产
业，以提高林地综合利用率，有效促
进农村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就业，达
到持续增收。

目前，岑巩县中药材种植 3.8 万
亩，200 亩以上基地 31 个，种植太子
参 10469 亩、黄精 12839 亩、百合 4949
亩、瓜蒌 3301 亩、钩藤 1510 亩、缬草
730 亩 、铁 皮 石 斛 590 亩 、白 及 367
亩，其他的半夏、金银花、何首乌等
共 2013 亩 ，今 年 预 计 总 产 值 超 过
9000 万元，吸纳群众就近就业 60 余
万人次。

岑巩县：

3.8万亩中药材丰收
带动60万人次就业

近年来，剑河县把就业作为

最大的民生，将扶贫车间开到群

众 家 门 口 ，让 群 众 变 身“ 上 班

族”，切实达到把“授人以鱼”变

为“授人以渔”目的，实现了从

“输血”到“造血”的华丽转身，为

乡村振兴赋能。目前，该县建有

扶贫车间 10 个，涉及服装加工、

食用菌加工 、电子产品配件加

工 、小 五 金 加 工 等 行 业 ，吸 纳

1469 人就近就业。

（通讯员 刘进银 彭绍林 摄）

扶贫车间
赋能乡村振兴

新华社哈尔滨8月15日电（记者 王君宝）8 月 15 日 7

时 50 分，牡佳高铁联调联试现场首组 CR400BF-G 型复兴

号高寒动车组从牡丹江站缓缓驶出，这是复兴号高寒动车

组首次参与牡佳高铁联调联试，也是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首

次在中国最东端高寒高铁线路试跑。

牡佳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沿线经过牡丹江市、

鸡西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佳木斯市等地，线路全长370

余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目前黑龙江省境内里程最

长的高铁线路。牡佳高铁联调联试指挥部方面介绍，此次

试跑的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高寒动车组拥有耐低温、耐冰

雪的“绝技”，可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环境下运行。

牡佳高铁联调联试自 6 月 10 日启动以来，分别进行了

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信号系统测试试验等内容，经过轨

道、通信、灾害监测等系统的动态检测和调试，使各系统和

整体系统功能得到了优化。目前，动态检测试验已基本完

成，满足试运行条件。

铁路部门介绍，牡佳高铁联调联试结束后，将转入运

行试验阶段，为后续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首次试跑中国最东端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