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 论坛

党建 亮点

本版编辑 乔浩光 贾龙海 组版 李 航 校对 赵良耿2024年 2月 5日 星期一党建 07

电话：13837786876

邮箱：lxz7786876@163.com

党建部

抓好党员教育抓好党员教育 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李 刚

贯彻落实全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作为基层组织部门，要牢牢把握新时代

党员教育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不断健全工作体系，完善制度机制，在

深化创新中提升党员教育质效，引领推

动广大党员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中

争当先锋、增光添彩。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扣

紧“三级联动”工作链条。厘清党员教

育中心职责职能，统筹抓好全县党员教

育工作，各单位党委（党组）明确责任领

导和责任科室。各党支部通过“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等载体，开展日常教

育，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

作局面。增强“关键少数”责任意识。

把党员教育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

考评项目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抓党建

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注重结果运用，

发挥评价导向作用。依托“联席会商”

攻坚克难。建立党员教育联席会商研

判机制，围绕远程教育站点不通畅、阵

地建设水平低等难点问题，商讨解决方

案，明确责任主体，限期解决到位。

夯实三大基础，提高保障水平。完

善学习培训制度。制定全县党员教育

远期规划、年度计划、实施细则等规范

性文件，明确学习内容、学习时长和学

习方式，推动党员教育工作有章可依、

按章办事。严格按照制度规定，把党员

教育工作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和各

单位财政预算，按照党员数量足额划

拨。县委组织部从留存党费中拿出一

定比例用于开展党员教育。整合各类

项目资金、爱心企业捐助资金等，实施

镇村两级党校全面提升行动，推动阵地

建设齐头并进、全面提质。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支持县委党校引进全日制研

究生以上学历的专职教师，制定党校教

师素质能力提升计划，从优秀党组织书

记、模范人物、离退休干部等群体中选

聘讲师，常态化到基层开展教育培训。

聚焦短板弱项，靶向发力施策。探

索流动党员“双向共管”。建立支委包

联外出党员制度，通过“一对多”形式由

支委向流动党员推送、邮寄学习资料，

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组织引导、情感关

照，增强其对党支部的归属感和学习积

极性。抓好农村党员“分类施教”。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重点在农村年

轻党员中开展党性教育，在中青年党员

中开展实用技术培训。针对农村党员

较为关注的涉法涉诉、矛盾调解、农村

电商、种植养殖等方面需求，通过“点单

式”“配餐式”教学，组织党员集中开展

培训。实现“两新”党员“全员覆盖”。

通过属地管理、行业管理、选派党建指

导员等方式，加强“两新”党组织的组织

体系建设和软硬件建设，确保“两新”党

员学习教育有人抓、有阵地、不脱节。

开展机关支部和“两新”党组织结对帮

扶活动，把为企业办实事和党员教育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支部联建、党课

联讲、活动联办。

聚力载体创新，提升教育质效。打

造“红色教育矩阵”。加快对县内现有

红色资源的硬件提升和数字化改造，建

立一批融视听、体验、感触等为一体的

现场教学点。优化本县红色资源线路，

接入周边县市红色教育网络，组织广大

党员就近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党性教

育。织密“双线教育网络”。发挥县、乡

（县直单位、企业）党校党员教育主阵地

作用，同时依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丰

富“指尖课堂”，巩固线上阵地。创优

“党员教育品牌”。继续以“最美共产党

员”评选、“桐柏英雄”系列竞赛等活动

为载体，号召广大党员汲取榜样力量，

在各自领域奋勇争先。鼓励各单位打

造廉洁从政、服务群众、发展先锋等具

有自身特色的党教品牌，为党员教育提

供更加丰富的内容。②5

（作者单位：桐柏县委组织部）

本报讯 （通讯员苏笑笑）“这个问

题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但是来龙去脉概

括不够精准，需要补充相关情况……”

“这段文字表述没有明确党委的主

体责任，需要重新组织语言……”

2 月 2 日，宛城区委巡察机构的同

志们正在针对巡察报告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这是区委巡察机

构贯彻落实巡察报告“三审核六把关”

制度的生动写照。

区委巡察机构始终坚持“一盘棋”

思维，着力健全沟通融合机制，创新开

展“三审核六把关”并形成制度化措施，

使巡察报告更精更准更严更实。

固 化 修 改 流 程 ，“ 三 审 核 ”互 促 提

升。巡察组初审 。 每 轮 现 场 巡 察 中 ，

各 巡 察 组 多 次 召 开 组 务 会 开 展“ 头 脑

风 暴 ”，及 早 着 手 巡 察 报 告 并 进 行 组

内 联 审 。 巡 察 办“ 复 审 ”。 现 场 巡 察

期 间 ，巡 察 办 成 立 协 调 指 导 小 组 深 入

驻地利用“面对面”指导、“一对一”点

评 、“ 点 对 点 ”提 醒 等 方 式 方 法 ，对 巡

察 组 工 作 提 供 全 阶 段 、全 流 程 指 导 。

组 办“ 会 审 ”。 由 巡 察 办 牵 头 ,分 别 组

织各巡察组针对复审的意见建议集中

会商，进一步提升巡察报告的严谨性、

精准度。

紧 盯 必 备 要 素 ，“ 六 把 关 ”提 升 质

量。把好“政治关”。看是否从政治高

度概括提炼问题，是否做到透过现象看

本质、透过业务看政治，是否对单位政

治 生 态 作 出 客 观 评 价 。 把 好“ 全 局

关”。看是否结合本单位职责加强分析

研判，做到精准“画像”；是否对问题深

入分析，查找制度漏洞和深层次矛盾。

把好“事实关”。看问题描述是否客观

清楚、一针见血；政治评价、“一把手”情

况反映等各类报告是否同巡察报告互

相印证；问题底稿是否内容真实、证据

齐全、材料完整。把好“定性关”。重点

看是否揭示被巡察党组织现阶段的主

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看问题定性

是 否 准 确 、问 题 归 类 是 否 科 学 。 把 好

“建议关”。看是否找准“病灶”开具“良

方”，是否方向明确、建议恰当、措施可

行。把好“文字关”。严格对照“巡言巡

语”和公文规范，看谋篇布局是否科学，

文风是否质朴平实。②5

宛城区委巡察机构落实“三审核六把关”制度

提 升 巡 察 报 告 质 量提 升 巡 察 报 告 质 量
本报讯 （通讯员张 娅）

近日，淅川县出台《淅川县支

持 企 业 发 展 人 才 新 政 二 十

条》，以创新的思维、务实的举

措、贴心的服务，为淅川企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

智力支持。

人才新政提出了具有针

对性、可行性、实效性的 20 条

具体措施，涵盖六大板块 ,实
施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工程、技

能人才支持工程、青年大学生

支持工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支 持 工 程 、创 新 创 业 支 持 工

程、人才服务保障工程。

人才新政充分考虑各级

人才政策以及与淅川现有政

策 的 衔 接 整 合 ， 创 新 为 主 、

适 当 集 成 ， 全 方 位 突 破 升

级，具有很强的政策叠加效

应 。 提 出 很 多 具 有 创 新 性 、

突破性的举措，力求政策具

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充分考

虑 政 策 的 受 众 、 资 金 的 规

模、落实的主体、财政的现

状 等 方 面 的 操 作 性 、 落 地

性，最大限度提升政策支持

力度。突出服务性，从人才

工作和生活最关注的大事到

关 键 的 小 事 ， 提 供 针 对 性 、

全要素的服务保障措施，力求

引来人才、留住人才。②5

淅川县：

人才新政服务企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李 钡）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西峡县强化党建引领，

抓实产业兴旺，建立健全“双

绑”机制，不断壮大“菌果药”

特色产业，打造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农户绑定合作社，实现抱

团发展、优势互补。坚持支部

领办 把 方 向 。 按 照 先 发 展 、

后 规 范 、再 提 升“ 三 步 走 ”原

则 ，由 村 党 支 部 牵 头 成 立 专

业 合 作 社 ，把 个 体 农 户 组 织

起 来 、分 散 资 源 整 合 起 来 。

去 年 以 来 ，村 党 组 织 新 领 办

村级专业合作社 40 余家，累

计 823 家，创成市级以上示范

社 34 家，其中国家级 3 家、省

级 5 家。坚持广泛动员共发

展。建立“443”工作机制，做

好 深 入 细 致 的 宣 传 发 动 工

作 ，引 导 农 户 入 社 。 入 社 农

户 8.3 万 户 ，占 比 85%以 上 。

坚持优化服务促提升。鼓励

合 作 社 向 农 户 提 供 产 前 、产

中、产后“六统一”服务，带动

农户人均纯收入较入社前增

长 30%以上。

合作社绑定企业，实现共

建共赢、提质增效。突出做强

联结。通过政府主导包联帮

扶、中介组织牵线搭桥、市场

导向自由绑定，引导 823 家专

业合作社与 126 家农产品加

工 企 业 对 接 ，建 立“ 绑 定 ”关

系。突出做活市场。推进特

色农业“接二连三”，实现就地

加 工 、就 地 增 值 、就 地 纳 税 。

已 建 成 双 龙 香 菇 、丁 河 猕 猴

桃、米坪中药材等专业市场 7
个 ，培 育 电 子 商 务 企 业 286
家，电商交易额、零售额分别

达 150.3 亿元、15.6 亿元。突

出做大龙头。鼓励龙头企业

采取保护价收购、签订长期合

作 协 议 、共 建 产 业 基 地 等 方

式，与合作社建立稳定合作关

系，并把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

和农户的成效与星级企业评

定挂钩，年奖补资金 4000 余

万元，累计培育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家、省级 5
家、市级 29 家，农产品加工增

值率达 70%以上。

完善保障机制，实现集体

增 收 、群 众 致 富 。 聚 力 抓 培

训、强技能。扎实推进“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引导企

业 和 合 作 社 吸 纳 农 民 就 业 。

去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3.1万

人 次 ，新 增 技 能 人 才 1.8 万

人。聚力抓经营、强集体。实

行村“两委”班子与集体经济

经营管理层交叉任职，引入专

业 经 营 人 才 ，落 实 县 直 单 位

“五个优先”支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去年全县村集体经

济综合收益达 4700 万元，43
个村创成“产业兴旺星”。聚

力抓投入、强基础。每年整合

项目资金超亿元用于标准化

基地配套，每年拿出 3000 万

元扶持资金用于品牌建设，持

续 打 响“ 水 源 西 峡 ”“ 西 峡 香

菇”“西峡猕猴桃”“西峡中草

药”等主打品牌。全县建成食

用菌、猕猴桃等专业村 260 多

个 ，特 色 产 业 园 67 个 ，全 国

“一村一品”示范镇 5 个，双龙

镇和太平镇入选“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超十亿元镇”。全县三

大特色产业年综合产值超过

260 亿元，对农民收入的贡献

率超过 80%。②5

通讯员 郭 领 郭长印

农闲时节，社旗县驻村第一书记们

却都很忙：桥头镇小河流村 2600亩蔬菜

种植基地里，第一书记李洋洋正在查看

蔬菜长势；苗店镇司庄村第一书记郭永

军组织开展冬季安全知识宣传；唐庄乡

沙河村第一书记卫秀春入户发放医保

缴纳明白纸……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开展以来，社旗县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强化党建引领，坚持

把做好驻村帮扶工作作为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的有效抓手，以群众满意为第一

标准，以实干求实效，为推进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能。

选优派强“尖兵队”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社旗县在选

派第一书记、工作队员人选上，坚持“三

突出”（突出政治关、作风关、能力关）、

“三优先”（有农村工作经历的优先、有

专业知识的优先、年轻后备干部优先）

原则，真正把想干事、会干事、能成事的

干部放在乡村第一线，确保选得准、用

得上、干得好。

目前，全县向 85 个脱贫村、23 个乡

村振兴任务重的村、10个党组织软弱涣

散村共选派第一书记 118 名、驻村工作

队 86 个、驻村工作队员 175 名，做到了

应派尽派。为解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创建“五星”支部力量短缺的问题，

2022 年 6 月，向省管台账外的面上村增

派 131 名第一书记（“五星”支部创建指

导员）和 12 个工作队，增派队员 29 名，

实现了有巩固脱贫攻坚任务的村派驻

第一书记全覆盖。

优培优训育良才

为提升驻村帮扶干部的综合素质

和实战能力，社旗县坚持抓在日常、管

在经常、常态长效，按照“每月一次、每

次一主题”的原则举办“驻村帮扶大讲

堂”，量身定制培训“菜单”，着力破解驻

村 干 部 的 知 识 恐 慌 、本 领 恐 慌 。 坚 持

“请回来教”和“走出去学”相结合，每年

组织举办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示

范培训班，着力提高驻村干部的理论水

平和履职能力。2023年以来，先后邀请

宋瑞、韩宇南两位全国优秀驻村第一书

记典型到社旗进行专题辅导，全县累计

培训驻村干部 2718人次。

严管厚爱提干劲

“有啥困难了，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便民连心卡管用得很哩！”天寒地冻，唐

庄乡官营村脱贫户张孝忠家的自来水

管破裂，他拨通了连心卡上第一书记廖

兴柯的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廖兴柯就

带着维修人员上门很快修好了。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该

县专门印制了有驻村干部照片、姓名、

派出单位、联系方式等内容的便民连心

卡张贴在村民家中，群众有需求可随时

拨打电话、咨询政策、反映困难，真正变

“被动工作”为“主动服务”。

为使驻村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该县

严格执行“一诺三评”和工作实绩季报

制度。每年年初，县委组织部组织各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结合实际制定驻村帮

扶计划和年度任务清单，细化年度内承

诺办好的实事要事，经驻村工作队、选

派单位、村党支部三方议定，并在派出

单位和村里公示，承诺亮诺，接受监督。

同时，该县始终注重关心关爱驻村

干部，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提供有

力支持和保障，每年为驻村干部统一购

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

一 批 接 着 一 批 派 ，一 棒 接 着 一 棒

干。在新的赶考路上，社旗县广大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将不负组织重托

和群众期盼，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在社

旗大地上书写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亮丽答卷。②5

严管厚爱激活力 助力振兴当尖兵
—社旗县驻村帮扶工作走深走实纪略

近日，淅川县摄影家协会成员到该县金河镇蒿坪村开展“稳

稳的幸福——全家福免费送公益活动”。②5

通讯员 闫 斌 摄

西峡县：

党 建 引 领 产 业 兴 旺
“双绑”助推强村富民

去年以来，邓

州 市 陶 营 镇 王 良

村 的 脱 贫 户 葛 吉

昌，成立邓州市焕

姿 工 艺 品 有 限 公

司，制作传统手工

艺品中国结，带动

周 边 群 众 增 收 致

富。②5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带领
群众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