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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梓潼县坚持“民
生为大、民生为重、民生为先”
的原则，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统筹发展社会事业，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改善。

今年，梓潼县实施省级民
生工程项目共 9大项 51个分
项，以及 15件民生实事。截至
目前，省级民生工程进度达到
100%的有 22 项，进度与时间
同步的有 27项，民生实事有 5
件进度达到 100%，进度与时间
同步的有 7件。

民生画卷新风扑面
——梓潼大力实施改善民生工程

□陈巧 王燕本报记者赵斌

下沉一线 摸排问题

“我们村的公示栏就形同摆设，还不如撤
掉，挡路得很……”梓潼县纪委立即抽调3名
纪检监察“尖兵”成立了由纪委常委带队的督
察小组，对石台乡某村的村务公开情况进行
现场核查，发现该村村务公开栏上还贴着对
现在来说无关紧要的2017年的“废纸”。群众
议论纷纷，工作人员迅速拿出笔记本和群众
攀谈了起来，“您认为村里哪些事项应该公
开？”“这几年村里公开过哪些事项？”一系列
问题很快拉开了群众的话匣子。

回到办公室，工作人员将记得满满七八
张纸的问题和现场核查情况，向主要领导作
了详细书面汇报。

“立即深入核查，查明深层次原因。”领导
批示简单而又铿锵。

大家迅速行动起来，走村入户、个别谈
话、翻阅账册资料、问题资金逐笔核对。

“王大爷，经过我们核查，您反映的问题
属实，一些事项没有公开到位是由于村干部
公开意识不强、公开程序不明了造成的，我们
将督促村里立即整改……”

近日，石台乡纪委对某村村主任胡某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

精准打击 惩教结合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全县 32个乡镇
329个行政村村务公开工作进行拉网式的抽
查检查，对应公开而未公开或公开不规范的
事项进行逐一核查，对公开工作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出现工作不力或失误
的，严肃进行追责问责，坚决做到“谁不公开，
就公开谁”！”梓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唐扬要求。

随后，梓潼县纪委抽调 10名纪检监察业
务骨干成立了由纪委常委带队的督察小组，
兵分 5路，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各乡镇各
村的村务公开事项和公开情况进行全面摸

排，发现部分村在村务公开的内容上是“犹抱
琵琶半遮面”，甚至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有些
公开的内容跟实际情况不一致，甚至个别村
村务公开栏长期不更新公示内容，出现“僵尸
栏”，严重堵塞了群众了解实情的通道。

“基层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干群
矛盾激化甚至出现上访，多数是由村务不公开
或公开不及时、不透明造成的，开展村务督察
就是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拿出来亮一亮，让村民
拥有知情权，这样才能避免‘村务’变成‘村雾
’。”第二督察组组长何延军深有感触地说。

截至目前，梓潼县纪委监委共发现党务、
村务方面的问题线索 10余个，综合运用“四
种形态”，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进行纠正提
醒，谈话诫勉 10余人，责令检查 5人，立案查
办6件6人。

建章立制 筑牢防线

“要对村务公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专题研判，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务公开责任体

系，用制度来引领和规范领导干部用权，划
出领导干部在村务公开的责任红线……”梓
潼县纪委主要负责人在村务公开案件总结
会上说。

近日，梓潼县纪委会同县委组织部、民政
局和农业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村

（居）务公开工作的通知》，从公开内容、公开
形式、公开时间、公开责任人4个方面作出具
体要求，制定统一的党务村务公开栏，分为领
导班子、政务公开、财务公开、事务公开 4大
板块，包含经济发展项目决策、财务收支公
示、集体资产管理、帮扶救助、强农惠农政策
等10余个小项目,让公开工作有章可循，力促
村级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消散公开“迷雾”。

建立 329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利用其对
基层干部‘近距离监督’的天然优势，监督村
级党务公开、村级事务管理等工作，打通全面
从严治党的“最后一公里”。

建立问题线索移交协查机制，与相关职
能部门“牵手”，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享、信
息互通、工作互助，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让村务更“阳光”
——梓潼县纪委监委狠抓村务公开治理

本报讯（杨冬华 记者 赵斌 文/图）在卧龙镇
桂花村，两台大型水稻制种收割机正穿梭在田
间——眼下，正值梓潼水稻制种收获时节，田野里
一片丰收景象。

近年来，梓潼倾力打造 5 万亩水稻制种基
地，积极探索“公司+大户”、“公司+大户+农
户”、“公司租赁承包”、“公司+种子专业合作
社+农户”等新型水稻制种模式。据统计，该县已
有制种公司 13家，黎雅、卧龙、石牛、金龙、仙鹅
等 5 个乡镇发展制种面积达 4000 亩以上，发展
制种 20亩以上的大户 129户，100亩以上的大户
12 户。目前，全县 29 个乡镇，196 个行政村已建
成 5.12万亩水稻制种基地，杂交水稻制种面积、
产量位居全省第一。

据梓潼县农业局种子管理站站长陈凯介
绍，今年，该县利用国家水稻制种基地建设项目，
对其中的 4万亩水稻制种基地进行了田型调整，
土壤培肥、排管渠系建设等，大大提升了水稻制种
的质量和效益。目前，梓潼水稻制种已成为全县农
业产业化发展中基地最大、参与农户最多、辐射带
动作用最强、影响面最广的农业支柱产业，为全县
2.6万户农民“制”出了一幅幅增收致富美景，一片
片产业兴旺的新天地。

五万亩水稻制种喜获丰收五万亩水稻制种喜获丰收 本报讯（记者 赵斌）近日，梓潼七曲山风景区荣获首
批“四川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光荣称号。

七曲山风景区是全国文明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
景区。以“古文化、古建筑、古柏、古蜀道”享誉海内外。七
曲山大庙始建于晋，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古建筑
博物馆”。风景区内有全国最大的纯古柏林，占地 700余
亩，拥有古柏 2万余株，被列为“国家森林公园”，被游客
誉为“蜀道奇观、古柏大观园”。

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七曲山核心景区七曲山大庙是
全国文昌祖庭，文昌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几千
年的发展，文昌文化逐渐与儒家文化融为于一体。文昌文
化中儒行、忠节思想，旨在劝学、劝善，早已成为梓潼人融
入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的做人理念。崇德尚文、金榜题名
也成为省内外学子前往七曲山研学实践的目的。

据悉，今后，梓潼七曲山风景区在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活动中将认真落实减免场馆、景区、景点门票等优惠政
策，优先提供相关服务，不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
收，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

七曲山风景区
再添殊荣

本报讯（蒲小蓉 记者 赵斌）为加快全县民宿型农家
乐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带动农民创业增收，近日，在宏仁
乡金宝村，梓潼县首家民宿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

据了解，宏仁乡金宝村“清馨小筑”民宿合作社由村
集体牵头组建，通过整合村民闲置房屋，同时依托当地自
然风光、特色规模产业和文化底蕴，按照差异化、特色化、
相对聚集化的发展总体要求，力争培育具有“生态涵养”、

“农事体验”、“浓郁乡愁”等梓潼特色的乡村民宿。
该合作社成立以后，将对该村民房进行整体规划、设

计，以此打造独具特色的民宿院落，并通过集约化、专业
化、规范化的管理，在全村打造村民和村集体共同受益的
民宿产业。力争到今年年底完成2至3户示范户，到2020
年培育2至3个民宿示范点，30户左右的示范户。

梓潼首家民宿合作社
挂牌成立

本报讯(马斌 记者 赵斌）记者日前从梓潼两弹城景
区获悉，王淦昌旧居已经修缮完毕，近期将对外开放。

据了解，梓潼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
建于60年代后期，是我国继青海中国原子城之后第二个核
武器研制基地的总部。1969年院部机关从青海搬迁至此，历
经23年，1992年搬离梓潼迁至绵阳科技城。

王淦昌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曾化名王京在
梓潼两弹城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在中国科学界隐姓
埋名整整“失踪”了17年。为中国核武器事业作出了巨大
贡献，被党和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了彰显功
勋，铭记历史，让“两弹精神”之花常开不谢，梓潼县在王
淦昌曾经工作、居住过的院士别墅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进行了修缮，供后人瞻仰。

据悉，9月初，王淦昌旧居对外开放，还将举行“追寻
元勋足迹，弘扬两弹精神”献花活动。

两弹城将开放
王淦昌旧居

本报讯（赵晓蓉 刘吉雪 记者 赵斌）今年以来，梓潼
县民政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大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力度，大力提升基层群众依法自治的能力
和水平。

明确措施要求。印发《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深化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措施和要求。首先，抓
好班子建设。加强对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的教育培训和
管理，坚定政治立场、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力，全力
做好涉黑涉恶线索的上报、调查处理工作。其次，聚焦基
层治理有效。围绕“三治协同 共创和谐”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深化推广村规民约“三评两审”积分制管理办法，丰富
基层群众自治实践。加大村（居）务公开力度，坚决铲除

“村霸”等黑恶势力和“微腐败”滋生的土壤。另外，聚焦民
生保障有力。以“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为契机，
重点抓好低保专项治理有关工作，切实防止民生保障领
域成为黑恶势力的“牟利场”。

全面摸底排查。会同纪委、组织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
小组，深入村（社区）抽查涉黑涉恶情况及村（居）务公开
情况，铲除黑恶势力在民生保障领域的土壤。设置举报
箱、公开举报电话，鼓励通过来信来访等渠道，发动群众
大胆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现象，并对涉及基层群众自治领
域总体情况及成因全面排查分析，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梓潼筑牢
扫黑除恶斗争“堡垒”

放鞭炮，鲜红的“福”字倒贴在大门中央。
近日，梓潼县马鸣乡马灯村二组村民赵朝玉
一家人沉浸于乔迁之喜，比过年还热闹。

原来，赵朝玉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
一家四口居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遇到风吹雨
淋的天气，担心房屋倒塌，只好外出到邻居家
寄宿。因生产生活不便，加之妻子体弱多病，
赵朝玉不知不觉在致富道路上掉了队。

今年大年一过，赵朝玉抓住农村土坯房
改造机遇，在全村第一个推倒土坯房，选择异
地重建。“多亏有了党的好政策，我才能住进
新房子，旁边就是水泥路，水源也有保证，不
仅解决了住的问题，还解决了生产和生活问
题。”赵朝玉对今后美好生活充满了期待。

赵朝玉说，国家想尽千方百计来帮扶贫
困户，自己要更加努力。目前，通过旧宅基地
复垦，他已种植了3亩沃柑，还准备向周围的
养殖大户学习养殖技术，发展养殖业，在小康
路上决不掉队。

土坯房改造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今年以来，梓潼县按照“住上好房子”的
总体要求，通过“拆、建、改、保”四种模式，扎
实推进土坯房改造，助力脱贫攻坚，全面消除
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群众
幸福指数。

梓潼县共有土坯房35422户，明年底前全
面完成改造。今年计划投入资金5.33亿元，对

“拆、建、改、保”方式改造的土坯房给予一定
补助，着力解决29个省级贫困村消除土坯房
工作，力争消除土坯房17717户。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该县坚持“政府引
导，农民主体”原则，严格落实“县级领导包
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社、社干部包户”的
目标责任制，做到“科学规划，节约用地”“经
济适用，确保安全”“规范建设，统筹推进”。

截至目前，全县开工土坯房改造7649户，
其中拆除农村土坯房6652多户，维修加固179
户，新建818户。

“我再也不怕进医院看病了，日子也有奔
头了！”在石牛镇富强村六组，68岁的王文亮
脸上少了愁容，多了生活的自信。

王文亮身患Ⅱ型糖尿病十余年，医药费
支出给家庭造成巨大负担。被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帮扶干部积极帮助制订实施脱贫
帮扶计划，帮助咨询Ⅱ型糖尿病慢性病补助
政策和报销。

去年，梓潼县开始执行卫生扶贫救助基
金，专门用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现
有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帮扶政策后，仍然存
在的费用困难问题。

前不久，王文亮糖尿病复发，小腿溃
烂，在梓潼县人民医院入院治疗两次，共计
发生医疗费用 13352.4 元。经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报销后，他向县卫生扶贫救助基
金提出了救助申请，通过审核后，卫生救助
基金救助 4800元。最终，他个人累计自付支
付比例不足 10%。

扶贫解困
生病住院自付不足10%

今年以来，梓潼县在推进民生工程项目
建设中，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按照特事特办原
则，采取一站审批、集中会审等方式，切实提
高审批效率，为民生工程开辟绿色通道。

该县严格按照倒排工期的时间节点层层
推进，对工程进度实施月查制，相关单位和部
门积极帮助协调工程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与此同时，采取大力争取、积极筹措、多方
整合的方式，全力保证县级配套资金及时足额
到位，并对民生工程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
专用，按照“政策公开、程序透明、支付到人、打
卡发放”的程序，通过“一卡通”实行社会化发
放，确保民生资金严格管理、规范拨付。

截至目前，全县省级十项民生工程预算
安排资金 16262.21 万元，已下达 12096.88 万
元，占预算安排资金的74.39%；5件民生实事
预算安排资金 3316.49 万元，已下达 2519.03
万元，占预算安排资金的75.95%。

“我会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
俭自强，刻苦学习，争取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日前，
在石牛镇双塘村三组，吴小玉通过助学贷款

“绿色通道”，再次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其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吴小玉，是一名在校大二学生。去年，她
考上了一所本科大学。然而，随着开学日期的
临近，她焦急的心情随之而来，其父母年近七
旬，都是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巨额的大学
费用像一座大山压得全家人无法喘气，正当
一家人一筹莫展之际，县教体局的工作人员
主动上门，并为其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彻
底解除了其后顾之忧。

吴小玉告诉记者，她将发扬学子的优良传
统，以诚待人、诚信为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
诚信精神，让更多家庭经济贫困的学子有机会获
得助学贷款的支持，让大家 通过助学“绿色通
道”在求学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

教育助学
助力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今年以来，梓潼县继续全面落实国家各
项教育扶贫政策，多措并举建立大学生助学
贷款绿色通道，帮助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早在年初，梓潼县有关部门就积极与县
农村商业银行联系沟通，就生源地贫困大学
生助学贷款合作机制、合作的内容等进行了
协商。为让学生和家长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少
跑路、少流汗”，经协商，银行提供免费贷款
资料打印、复印服务，办理的资料由过去家长
传递改为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去银行拿取，有
效避免了申贷学生和家长排长队及往返奔波
的现象。通过错峰受理、分散受理、预约办理
等方式，提高受理效率，为学生家长节约时间
和办事成本。

截至目前，全县签订生源地助学贷款合
同210份，发放助学贷款126万元。做到了“应
贷尽贷”，确保“不让一名大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

□本报记者 赵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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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林中伟 记者 赵斌）今年以来，在推动精准扶
贫中，梓潼县按照“政府引导、公司参与、农户主体”的原
则，积极做大做强中药材基地，帮助贫困户增产增收。

梓潼县素有“中医之乡”、“中药材之库”之盛誉，在实
施精准扶贫中，该县充分借助全国中医先进县和绵阳生
物医药产业园这两块金字招牌，通过土地流转、项目包
装、外出推销、项目洽谈等多种形式，突出抓好招商引资，
按照“公司+农户”和“协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着
力建好油牡丹桔梗、丹参、杜仲等中药材基地。

目前，梓潼县中药材基地成功入选全国科普示范区
基地，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对梓潼桔梗实施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全县有15000农户种植中药材，其中贫困
户有 3000多户。建立桔梗、丹参、杜仲等中药材基地 5万
多亩，年产中药材8万吨，产值达5亿元。

5万亩中药材
助力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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