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国 2018年已举办 1072场马拉松比赛
● 内蒙古今年产业扶持帮助 14.8万人脱贫
● 安徽推出 ３０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意见
● 江西发现省内最大萤石矿 储量超 500万吨
● 河北临西发现金代陶制墓志铭 距今已有 8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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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新闻
早 知 道

������昨日下午， 在沈丘县周营镇的
一个大棚生态蔬菜订单种植产业扶

贫基地， 精准扶贫户马秀梅正忙着
管理蔬菜幼苗。“现在俺不但每月能
挣 2000 多块钱，而且还能照顾老人
和孩子，真是太好了！ ”马秀梅高兴
地说。据了解，受益于大棚生态蔬菜
订单种植产业扶贫基地的建立，该
镇像马秀梅这样依托特色种植产业

实现就近就业的贫困户共有 80 多
户。 谢辛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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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贷款请找周口市农信社（农商银行）

小微贷事业部→上门服务 、利率低 、放款快 ！
贷款产品主要有：商户贷款（商贷通 ），工作人员贷款
（公职贷），自然人贷款（全家福 ）。

财富热线：张经理 15516765217
郭经理 15670843339胥经理 1321331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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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 2018年度
“周口英才十人计划”申报公告

重点支持本土高层次人才

本报讯 11 月 23 日 ， 我市发布
2018 年度“周口英才十人计划 ”申报
公告。 据悉，这是我市为深入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市”战略，
加快推进 “周口十百千万人才金字塔
工程”，启动的首个综合性市级人才培
养支持计划。未来，我市将通过精准化
的政策支持，打造本土人才集群，为中
原港城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周口英才十人计划” 从 2018 年
起，计划用 3 年至 5 年时间，重点遴选
支持 100名左右高层次人才。 首批“周
口英才十人计划” 将遴选 34名周口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等 7 类市内人才和周
口桑梓杰出英才等市外人才。凡是入选
“周口英才十人计划”的人才，均可享受
特殊经费支持等 9 项优惠政策。 ②3

（本报记者）

丁福浩主持召开
市长办公会议

研究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11 月 26
日上午， 市长丁福浩主持召开市长办
公会议，研究农民工工资支付等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吉建军，副市长
张广东 、王平 、路云 ，市政府秘书长
张继林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 2019 年春
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频

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作，
要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增强责任感，摸清底子、建立台账，突

出重点、强化措施，切实维护广大农民
工劳动报酬权益。要成立组织，强化配
合，围绕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工
程， 认真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做到监管全覆盖。

会议强调， 各级政府要保证农民
工工资应急周转金足额到位， 对政府
投资项目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保障政
府工程农民工工资及时支付。 要加大
查处力度， 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案件，快办快结，依法严惩，确保农民
工工资不欠一人、不少一分。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②3

驻村扶贫须“实”字当头
史学杰

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党对人民的
庄严承诺。“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
活好起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大
的牵挂。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近日， 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了一
起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
主义案例：多名扶贫干部因“驻村不住
村”“挂名不干事”受到处分，相关领导
干部因监管不力被问责。 “走读式”驻
村、“挂名式”扶贫，暴露出少数驻村干
部的宗旨意识出了问题， 为人民服务
的意识淡薄。 扶贫工作关系数千万人
民的福祉，关系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的实现。 这种群众眼皮子底
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会影响
脱贫攻坚的进度， 而且会败坏党和政
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驻村不住村”“挂名不干事”，是
把党的扶贫事业当儿戏， 从一个侧面
也反映了监督缺位的问题。 推进脱贫
攻坚，管好干部是关键。相关部门既要
派人、也要管人，对驻村干部不能一派

了之。要经常性地开展督查，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整改，对不作为、搞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驻村干部坚决追

究问责， 并对负有监管责任的相关领
导一同问责，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更加崇尚实干，实现精准发力，
让脱贫攻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
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身处扶贫一线，走访、调查、
掌握第一手贫困资料后实施精准扶贫，
是驻村干部的基本功。 否则，怎么实现
人民的期盼和党托付的重任？驻村扶贫
必须“实”字当头。纪委监委问责不是简
单粗暴地“打板子”，而是要通过“问责”
督促驻村干部把“心”留在村里，真正融
入人民。 只有这样，驻村扶贫才能“驻
出”民心、“驻出”民意。 ②3

扶贫基地助民富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严把标准公正用人拓宽视野激励干部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详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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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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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文明花开润民心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崔彦林

小雪已过， 大地入寒。 然而， 拥有
1490 平方公里的郸城大地，正沐浴着新
时代的文明春风，暖意融融。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中心、融媒体中心，
“三中心”花开并蒂 、芳香四溢 ，浸润着
134 万郸城人民的心田。

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把新时代文化种子“种”到人民的心田
“十九大精神、 脱贫攻坚、‘两建三扶

四评’、 保护蓝天碧水……党的惠民政策
都被编成了戏曲，变成了大白话，俺都能
听懂了。 听听人家戏里咋唱的，咱也比着
做文明人、办文明事。 新时代树新风嘛。 ”
11 月 25 日，正值周末，郸城县汲冢镇谢
寨行政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热闹非凡。

谢寨是省级文明村。 村里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邀请老党员、农业能手、新乡
贤、文艺工作者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他
们创新形式， 着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
了农民的精气神。 村民每逢周末就会欢
聚在这里，聆听祖国大发展、感受乡村大
变化、共唱家园新风美。

像谢寨村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在郸城县 23个乡镇（办事处）523个行政
村（社区）正在陆续建设，并逐步投入使
用。村里的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把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扫黑除恶、“三下乡”和“快乐星期
天”、脱贫攻坚等活动相结合，邀请广大群
众参与，自编、自导、自演，用身边的事教
育启发群众，自娱自乐、寓教于乐，把新时
代文化种子“种”到人民的心田。

春风吹来尽芳菲，淡淡花香润民心。
郸城县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在县城人民公园东门建立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县委书记罗文阁任中心
主任，办公室设在县委宣传部。 同时，该

县还在 23 个乡镇（办事处）建立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 要求乡镇党委书记担任
所长。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则由村党
支部书记担任站长。

该县利用县乡党校、“道德大讲堂”、
党员活动室、村级活动场所等，建立理论
宣讲平台；利用全县中小学校、红色教育
基地， 建立教育服务平台； 利用县文化
馆 、县图书馆、乡级文化站 、村 “农家书
屋”及豫剧团、坠剧团等，建立文化服务
平台；利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乡农业技
术推广站、种植养殖产业基地等，建立科
技与科普服务平台；利用农村文化广场，
建立健身体育服务平台， 形成了纵向涵
盖县乡村、 横向辐射党政群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平台。 各中
心（所、站）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理论政策的重点、社会生活的热点、
农民群众的关注点， 把理论政策转化为
生动形式、乡土语言和鲜活事例，激发群
众参与热情， 打通了宣传群众、 教育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建强用活新时代志愿服务中心

创新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郸城样板”
郸城县按照“动态管理、能进能出、

自主自愿”的原则，从 12 万名志愿者中
选取党政机关干部、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文艺工作者、道德模范、致富能手等
各类人员 1200 余人，建成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建立宣讲人才库，组建
了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文明风尚、优秀
文化、科学技能、法律法规等 6 支志愿者
支队，做到“找准切入点，把人拉进来；增
强吸引力，把人留下来；触动共鸣点，让
心住下来”，增强文明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和感染力。

志愿者用群众易于理解的语言策划

宣传内容、编排文艺节目，目前已组织宣

讲 280 场次，近 3万名群众直接受益。通
过集中宣讲， 该县呈现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讲、评、帮、乐、庆”五大特色，引导广
大群众树立自强不息、诚实守信、脱贫光
荣的思想观念和感恩意识， 把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对党的感恩之心，转化为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自觉意愿和行动，为决
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提供了强大
的内生动力。

“讲”。该县依托“丹城大讲堂”“道德
大讲堂”和文化广场等平台，采取“三级
书记讲党课、专家学者讲理论、党员干部
讲政策、致富能人讲技术、身边群众讲变
化、乡贤长辈讲道德、法官律师讲法律、
先进模范讲事迹” 的方式， 让百姓看得
见、听得懂、有认同、愿参与，切实提高了
群众的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

“评”。 该县以“两建三扶四评”为抓
手， 通过召开村民大会， 评选孝老爱亲
户、脱贫致富户、诚信守法户、清洁卫生
户等模范 13800 多名， 让他们在表彰大
会上披红戴花，感到光荣和自豪，引导教
育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
形成劳动光荣、诚信光荣、孝顺光荣、致
富光荣的正确导向。

“帮”。 该县积极开展“小网格、大走
访、全覆盖”活动，组织驻村工作队、志愿
服务队等党员干部进行结对帮扶， 宣传
党的政策， 排查矛盾纠纷， 帮助困难群
众，提高群众满意度。 同时，该县积极引
导群众开展邻里互助活动， 以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为重点，开展常态化活动，
形成邻里互助、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社
会风尚。

“乐”。 该县利用乡村文化广场开展
“快乐星期天”“送戏下乡”等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将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平安
建设、环境改善、科技知识、移风易俗等
内容编排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把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

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庆”。该县结合传统节日、红白事等

有计划地举办活动， 在每个行政村成立
村民议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和“红白事
参考标准”等，引导广大群众崇尚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孝老爱亲等文
明新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移风易
俗的清新之风。

活跃在郸城大地的志愿者， 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挥志愿服务
工作成风化人作用， 创新探索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郸城样板”。

打造有“融”乃大的融媒体中心
发挥新时代主流媒体“中流砥柱”作用
报纸、网站、客户端，电视、广播、智

慧云，写稿、摄像、拿话筒，一次采集，多
种生成，多端传播，全面覆盖……自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郸城县强力
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形成了全方
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努
力做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形成了万众一心同频共振、同心向党、同
向发力的强大合力。

目前，郸城县整合县电视台、政府网
站、郸城时讯等资源，建成了 3000 多平
方米的融媒体指挥中心，打造了电视台、
郸城新闻网、智慧郸城、郸城两微一端等
“十大平台”，集纳电视、广播和新媒体采
编业务于一体， 向群众提供多元化信息
服务。

望郸城大地，文明实践风正劲，乡
村振兴动力足。 在这里，形式多样、特色
鲜明、贴近群众的文明实践活动，更接地
气、更聚人气；志愿服务活动遍及 523 个
行政村（社区），凝聚合力、成风化人；融
媒体中心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传党
声、感党恩；134 万郸城人民 ，拥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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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