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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银河村的金耳产业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
玉泉）“严禁向上级主管部
门、领导干部增送或收受下
级（服务对象）的高档烟酒、
珍稀药材……对存在涉嫌违
纪违法问题的单位和个人，
请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主动
向纪工委说清问题。”12 月

17日，达州经开区区、乡两级500
多名干部职工都收到了该区纪工
委监察工委发送的短信提醒，同
时要求全区各级干部职工收到廉
洁提示短信之后，尽快自我梳理，
自我反省，自查自纠。

随着经开区落实领导干部利
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

问题专项整治拉开大幕。经开
区纪工委确立了建立“提示警
醒+立体式监督”机制，抓住过
节、放假等关键节点，确定每月
至少一次向全区区、乡两级干部
发送廉洁短信提示警醒。目的
是向区各级领导干部职工，划好

“红线”、打好“预防针”、增强“免

疫力”、筑牢“防火墙”。对那些
廉洁短信提醒后自身还不能产
生“抗体”的党员干部，通过网
站、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广泛
发动群众反映问题，用好“纪检
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立
体化监督方式，畅通举报通道，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治未

病、防初萌，全力当好政治“生态
护林员”。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经开
区纪工委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要
加强对干部职工警示，另一方面
要抓实全方位立体化长效监督执
纪，坚决打赢整治利用地方名贵
特产谋私利歪风邪气战役。”

华西都市报讯（王丹 记者 曾
业）“悔之晚矣！我贪这么多钱，
最 终 就 换 来 一 颗 小 小 的 子 弹
……”近日，在达州市大竹县文化
馆剧场，反腐倡廉方言剧《台上台
下》上演，主人公在台上痛哭，忏
悔自己的贪腐行为。台下，500
余名前来接受警示教育的党员干
部，不时发出阵阵叹息。

这部方言剧，由大竹县纪委
监委邀请重庆市曲艺团前来演
出。该剧生动演绎了某市交通局
长王海舟逐渐走向违纪违法深渊
的悲剧。“我经不住诱惑，最终滑
向深渊……”演员们入木三分的
人物刻画，让观众倍感震撼，不少
党员干部被剧情打动，现场落泪。

“这样的警示教育触目惊心，
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严格自律、
时刻警醒，守住纪律底线、不碰法

律红线。”观剧后，该县一名党员
干部表示。

近年来，大竹县纪委监委始
终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不断拓
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的方式和载
体，建立典型案例定期通报制度、
典型案件审判旁听制度等警示教
育机制，采取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现场旁听庭
审、编制警示教育读本等多种形
式抓实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同时
盯紧盯牢“关键少数”，分层分类，
精准施治，真正让廉洁意识入脑
入心。

今年以来，大竹县共组织召
开各类反腐倡廉专题教育300余
场次，组织现场观摩庭审5次，拍
摄反面警示教育及正面宣传片 5
部，筑牢了全县党员干部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

“提示警醒+立体监督”
达州经开区集中整治“吃拿卡要”

贫困土地上的“蚯蚓”
松了贫困的土啃掉贫困的根

修通致富路
打通发展“命门”
银河村属于深度贫困

村，基础设施落后、缺乏产
业带动、村级阵地建设落后
……一连串的问题紧紧束
缚住了银河村的手脚。

要致富先修路。经过
多次考察、再三思索，兰织
帆瞄准了修路。

让兰织帆没有想到的
是，修路原本是银河村村民
的最大心愿，但项目获批
后，部分村民却不配合，有
的不愿砍树，有的不愿让
地，有的要“多修几十米到
家门口”……

复杂的村情民情考验
着兰织帆。

为让修路项目顺利开
工，兰织帆组织村干部召开
了7次协调会，还分别上门
一家一户做工作。最终，路
不仅修成了，还修得又好又

快。2015 年 9 月，兰织帆
派驻到该村，当年底，3.2公
里入村路修通，2016年底，
8.6 公里入组路全部修通，
这让银河村村民对兰织帆
刮目相看，而当初质疑他的
村民也纷纷道歉。

路就像一把钥匙，打开
了银河村发展的“命门”。在
上级部门的支持下，7口蓄水
池和2万米管道，让该村村民
用上了自来水；7个变压器，
解决了全村7个组村民的用
电问题；200M的宽带，让村
民打电话、上网无忧。

“输血”加“造血”
助推产业发展

“脱贫不仅要‘输血’，
还要‘造血’。‘造血’的重要
方式是输送‘造血干细胞’，
直接精准对接贫困户，为其
提供资金、技术等，扶持其
发展产业。”兰织帆认为，发
展产业是谋长远的“强身健

体”式的“造血”，可直接为
入股贫困户分红、为就业贫
困户增加收入。

按照“一组一特色，一
户一产业”的发展思路，兰
织帆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实
施土地流转，变一家一户的
分散种植向连片规模发展，
变单一粮食种植向核桃、小
水果、药材、肉牛羊及生猪
养殖等多元化发展，建立天
麻种植基地，发展金耳为集
体经济产业。

由于工作出色，兰织帆
多次被市、区评为“优秀第
一书记”“先进工作者”。在
荣誉面前，兰织帆没有丝毫
松懈，扶贫路上不停息。

“他是这块贫困土地上
的蚯蚓，松了贫困的土，啃
掉了贫困的根。”说起兰织
帆，村民们这样讲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刘彦谷

一部反腐倡廉方言剧 看哭大竹县党员干部

近年来，巴中市恩阳区积极
探索村级纪检组织规范化建设，
通过在村级建立“联村纪检组+群
众监督中心+问心讲堂”，有效破
解专责监督难、精准监督难、自我
监督难的困境。

建联村纪检组
破专责监督难

由于地缘关系，村组干部不
能像乡（镇）干部一样广泛交流使
用，而村级纪检小组要实现同体
监督，作用微乎其微。

“都是一个村的人，低头不见
抬头见，咋个监督嘛！”恩阳区观
音井镇细垭村原纪检小组长李浩
认为，纪检小组长碍于面子不敢
监督本村党支部，导致监督作用
难以发挥。

为破除这一痼疾，恩阳区在
兴隆镇试点建立联村纪检组。选
拔4名优秀纪检骨干任联村纪检
组长，每名纪检组长分别联系3∽
4个行政村，实行交叉任职。联村
纪检小组受镇纪委直接领导，独
立开展村级事务监督工作。

撤销现有村（居）纪检小组，
设立联村纪检组，这是恩阳区破
解基层专责监督难的一次改革探
索。原有的地缘“枷锁”被打破，
专责监督有效性得以充分提升。

建群众监督中心
破精准监督难

据了解，在党风廉政建设抽
样调查中，恩阳区兴隆镇 95%的
信访举报反映的是村（居）党员干
部的问题。兴隆镇纪委书记杨跃
平意识到，只有让群众参与监督，

才能有效破解基层监督难题。
为缓解乡镇纪委及联村纪检

组长监督力量单薄的问题，在恩
阳区纪委的指导下，14个村（居）
党风廉政建设群众监督中心在兴
隆镇应运而生。

每个村组招募一名反腐倡廉
志愿者，明确其宣传员、监督员、
情报员、引导员四个职责，有序引
导群众监督，拓展监督渠道，“纪
检监督+群众监督”模式壮大了基
层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力量。

“群众监督中心的建立不仅
拓宽了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有
效地破解了精准监督难题，而且
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恩阳区纪委常委赵扬评价
道。目前，继兴隆镇之后，恩阳区
已有3个乡（镇）开始了群众监督
中心试点工作，450 余名反腐倡
廉志愿者上岗。

建问心讲堂
破自我监督难

一代廉吏喻秉渊留下优良的
家风家训泽被后世，也为全社会
留下了宝贵的“问心”文化。

为大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
“问心”文化，恩阳区试点开办“问
心讲堂”，将“问心”教育纳入全
体党员和群众教育必修课内容。

“通过常态开展‘问心’教育，
构建起了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平
台、群众信访矛盾化解平台、干部
群众沟通交流平台，体现了廉政
警示教育与廉洁文化浸润的高度
融合。”恩阳区纪委负责人说。

邓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颖

巴中市恩阳区“三建三破”
规范村级纪检组织建设

个头不高，嗓门很大，走
起路来虎虎生风。村民们把
他喻为“蚯蚓”，说他“松了贫
困的土，啃掉了贫困的根”。

他是广元市朝天区大
滩镇银河村“第一书记”兰
织帆。2015 年，兰织帆从
广元市朝天区公安分局交
警大队派驻到银河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两年任期
结束后，他主动申请留任。
三年来，他带领村民修通致
富路，发展起特色产业，让
大家过上幸福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