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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扶贫款，我只
借用一点，也不会有人晓
得的，应该不会出事。”万
源市庙坡乡海家坪村原党
支部书记谢兴荣抱着侥幸
心理，利用手中的权力，套
取扶贫资金共14.04万元，
其中，11.831万元用于集
体开支，22090元用于个人
日常开支，2017年9月，被
万源市纪委监委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扶贫领域的“微腐败”
如芒在背，整治“微腐败”
如箭在弦上。去年以来，
万源市纪委监委始终把整
治基层“微腐败”贯穿脱贫
攻坚全过程，开出“小微权
力”清单，利用“互联网+监
督”模式，建立脱贫攻坚互
联网监督平台，严管村级

“小微权力”，坚决减少“微
腐败”存量、遏制“微腐败”
增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编制清单
厘清权力运行边界

“低保、孤儿供养、危房改
造等群众关心的事项，每一项
都有办事流程图，如何办，找谁
办，一目了然。”白沙镇青龙嘴
村的村民黄林银满意的说道。
在万源市白沙镇青龙嘴村村委
会的墙上，以漫画形式展示的
32 条“小微权力”清单十分醒
目，每一项权力都对应着一个
业务办理流程图，涉及村民切
身利益的常见问题只要按图办
理就行。

白沙镇纪委书记苟华鑫
说：“以前扶贫项目申报过程都
不规范，有的村干部存在优亲

厚友的情况，现在把所有的权
力都归纳到‘小微权力’清单
里，程序规范了，干部也不敢乱
作为了，群众更满意了。”

据了解，为确保扶贫政策
精准落实，万源市在去年试点
推广“小微权力”清单的基础
上，今年重点把深化“小微权
力”清单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
将村级重大决策、村级管理、村
集体“三资”管理、阳光村务、救
灾救助申请、计划生育服务等
12 大类权力事项，全部纳入村
级小微权力清单之列，基本实
现了小微权力进清单，清单之
外无权力，真正从源头上遏制
了“微腐败”的发生。

阳光运行
让“微腐败”无处藏身

今年3月，石窝镇走马坪村
在脱贫攻坚互联网监督平台上
公布了该村易地搬迁户明细表，
有村民发现其中1户村民已在
城里购买商品房，且不符合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的条件，便向万源
市纪委举报。经核查属实，随后
将这户违规获取的10余万元补
助款追缴上交财政，村里相关责
任人也受到了纪律处分。

“把‘小微权力’搬到网上，
让其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中。”
万源市纪委监委开通脱贫攻坚
互联网监督平台，该平台共有
精准扶贫、权力监督、通知公
告、您呼我应4大板块，重点将
扶贫政策、村级权力、村级“三
资管理”、典型案例及查处情况
及时公开到平台上，让村民在
全国各地都可以通过电脑、手
机进行查询，并提供举报方式，
随时接受群众监督。

同时，该市创新实施“阳光
村务”电视公开，确保群众足不
出户，便知全村事务，全力推进
基层扶贫领域作风问题整治、
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

三级监督
延伸精准监督“触角”

“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离不

开监督，万源市构建乡镇纪委
专责监督、村务监督委员会专
职监督和市纪委专项巡查监督
的三级监督体系。全市 52 个
乡镇全部配齐配强专兼职纪检
干部，411个村（社区）全部设立
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小微权
力”规范运行情况，有效解决了
村级监督中存在的缺位和失位
问题。并及时出台《村务监督
委员会工作流程图及文书范本

（试行）》和村务监督委员考核
办法，进一步促进村务监督委
员履职的实效性。

太平镇纪委书记张建华
说：“我们每月都会组织村监委
会召开专题会议，及时了解村
监委会‘三资管理’情况和各村
小组财务开支情况，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提醒。”

同时，万源市纪委监委还
综合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常态
化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查，去
年以来，共开展8轮专项巡查，
巡查组发现问题达1000个，约
谈 17 人，组织处理 7 人。据统
计，该市自“小微权力”规范运
行以来，共立案审查扶贫领域
案件169件173人，针对扶贫领
域突出问题曝光典型问题9起，
群众满意度持续上升。

苏攀婧 周丽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万源管住基层“微权力”
铲除扶贫领域“微腐败”

杨华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李玉泉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之一的《红楼梦》，毋容置疑是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但是很多人对《红楼梦》
的认识趋于表面，并未真正领
略其中的精髓。尤其是中学
生知识面太窄，对赏析《红楼
梦》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知之甚
少，学生阅读、理解起来非常
困难。近日，获得四川省第十
八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的

《读尚红楼》一书就很好的解
决了这一阅读困难。

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读尚红楼》一书，根据作者
阅读《红楼梦》的经历、感受和
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现实状况，
从10个方面对《红楼梦》进行
介绍：第一章，创作溯源；第二
章，红楼梗概；第三章，原型主
题；第四章，十二金钗；第五
章，诗词曲赋；第六章，红楼之
谜；第七章，阅读指津；第八
章，名段品读；第九章，深远影
响；第十章，续书种种。

该书在行文上，凡有利于

学生读懂《红楼梦》的内容，凡
对学生鉴赏《红楼梦》的艺术
手法有帮助的内容，以及凡有
利于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内
容，作者着笔从详，余从简。
在内容上更是从不同角度品
鉴《红楼梦》，在领略名著丰富
而深邃的内涵的同时，关注优
秀民族文化。在当代青少年
崇尚流行文化的背景下，《读
尚红楼》作为专门为青少年学
生而作的鉴赏专著，除了帮助
学生读懂，更有助于激发青少
年探寻古典文学的兴趣，增长
青少年了解古典文学的见识，
拓展青少年认识古典文学的
视野，传承源自中华文化的思
想，培养青少年民族文化自豪
感。就是为了适应新课程环
境的需要，引导青少年学生阅
读名著。

说到写作目的，该书作者
四川省达川中学党委书记、校
长张琪告诉记者，根本目的就
是为了适合青少年学生阅读、
吸收、内化，从而进一步提高
语文素养，培养语文应用能
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

《读尚红楼》
让青少年赏鉴《红楼梦》不再困难

达川中学教师著作获四川省第十八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

群众正在仔细查看“小微权力”清单的漫画。

/作者简介

张琪
现任四川达川中学语文正高级

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全国中学语
文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科研先进
个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
言文字报》高级教研员，四川省中小
学名师，达州市师德标兵，达州市教
育学会中学语文教育专业分会理
事，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学会中学语
文教育研究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
高中语文教学，多次在县级、市级、
省级教研活动中上研究课、示范课，
多次应邀到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师
范学院、四川文理学院等高校作有
关《红楼梦》的专题报告；教研论文
在《语文教学通讯》《中国教育报》

《语文报》《读写月报》《语文知识》《西
南师范大学学报》《四川文理学院学
报》等报刊上刊载，主编有校本教材

《戛云流云》《红楼揽胜》；主研课题
“农村中学乡土特色文化语文校本
课程开发研究”获得达州市第三届
教学成果一等奖、四川省中小学教
学名师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著有《滋兰树蕙集》《赏石头辨风月
品红楼》《悬壶集》《读尚红楼》《红楼
家教晬语》等作。

读尚红楼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