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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集萃

一张清单管好村级“小微权力”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一切按制
度办事，杜绝人情，大家心里都舒坦。 ”
让石台县横渡镇横渡村村民王智勇点
赞的，是该县推行的村级“小微权力”
监督制约机制。2019 年以来，石台县纪
委监委创新监督方式， 在池州市率先
开展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试点工
作。

一年多来， 石台县村级 “小微权
力”的规范运行，不仅为基层干部理清
了权力边界，还让办事流程规范透明，
干部和群众心里都敞亮。

让“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小微权力”看似不大，其实直接
关涉群众的切身利益。 如何通过规范
化运行，让村干部明白自己的权力“边
界”在哪里？ 如何让群众放心？ 在最先
开展试点的仁里镇和平社区， 笔者看
到一年多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取得了

良好成效。
70 多岁的储婆婆是和平社区的一

名老居民，去年她查出患有癌症，因为
家庭困难， 儿子帮她在社区申请了低
保，可是系统却没有通过。 社区工作人
员一查，原来储婆婆的儿子在 2015 年
曾买过一辆二手汽车， 车虽早已报废
了， 可没有销户。 社区工作人员调查
后，发现情况属实，储婆婆家人完善了
程序，才成功办理了低保。

“低保 、廉租房补贴等都是居民
最关心的，也是以往最容易引发纠纷
的事项。 如今有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程
序 ，多部门联合层层审核 ，让干部用
权有了 ‘说明书 ’、群众办事有了 ‘流
程图’。 ”在和平社区党委书记吴凤华
指导下 ，笔者通过手机进入 “小微权
力 ”监督服务平台 ，平台上能清楚看
到“小微权力”运行清单目录、运行流
程等 ，村级事项办理步骤 、运行程序
以及监督制约方式和具体责任人等
也一目了然。 “社区所有工作线上线
下同步公开 ，‘阳光 ’下操作 ，一年多
来我们没有接到一起投诉。 ”吴凤华

说。
在试点的基础上， 石台县通过走

访、座谈等形式开展调研，在广泛征求
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分类整理出村
级“小微权力”运行清单，涉及村民普
遍关心的 27 项村级事务权力，厘清每
个事项的权力框架和运行轨道， 确保
村干部照章用权， 最大限度地减少自
由裁量权。 去年 7 月，该县从强化村级
“小微权力”监督、优化群众服务体系
入手，在全县 84 个行政村（含 6 个社
区）全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
行工作。

让群众监督更便利

王智勇的家在河道边， 一到汛期
就担心遭遇水灾。 听说今年家门口的
河道被列入水利项目， 要进行堤防加
固和河道疏通，王智勇很高兴。 虽然在
外打工，但想了解工程的进度，他只要
打开手机进入监督服务平台就可以。
“从工程招标到中标公告，再到施工合
同书、 工程验收， 我们不仅能看到文
件，还能看见施工图片。 ”王智勇说，这

样的公开透明 ， 让老百姓心里很踏
实。

为了让更多外出务工的村民能参
与村级事务， 今年年初横渡村召开回
乡青年座谈会， 建立了 300 多人的外
出务工人员微信群。“外出的村民均可
通过手机扫描监督服务平台微信公众
号二维码， 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即可
登录，随时随地查询村级事务，并参与
评价 。 ” 横渡村党总支书记杨照生
说。

把政策信息和收支情况晒在阳光
下，是“小微权力”的“防腐剂”。 为充
分发挥数据平台“晒”的作用，石台县
建设了监督服务数据平台， 各乡镇将
民生资金、民生政策、民生项目等村级
事务办理情况录入平台， 做到及时公
开、长期公开，方便群众查看，接受群
众监督。该县还开发了微信小程序，群
众只需用个人微信扫描二维码， 就能
快速登录平台，查阅相关信息，发现问
题后可随时随地举报。截至目前，石台
县“小微权力”监督服务平台访问量达
52 万余次。

打消村干部顾虑

关于正在推行的村级“小微权力”
规范运行制度， 有着三十多年社区工
作经验的吴凤华颇有体会：“以前，村
务工作相关制度都在各类文件中，干
部不清楚、群众不明白。 现在有了清单
制，让村里的大小事务都在‘阳光’下
运作，干部用权更加规范，服务群众也
更加贴心。 ”吴凤华的一席话道出了不
少村干部的心声。

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
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2020 年该
县出台了《全面推进村级“小微权力”规
范运行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规定村级
组织是规范监督“小微权力”工作的实
施主体，乡镇党委、政府是推进村级“小
微权力”规范运行的责任主体。 确定村
级“小微权力”监督制约 “123”工作机
制，“一个清单”即“权力清单”，“两个公
开”即“线上公开、线下公开”，“三个监
督 ”即 “专项监督 、常规监督 、贴身监
督”，初步形成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
行监督制约机制。 （余永平 汪玉芳）

泗县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隆冬时节， 在泗县墩集镇石梁河

村，公路两侧房舍、庭院干净整洁，修
葺一新的公园别具特色， 草莓大棚里
绿意盎然， 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经垃
圾成堆、杂草丛生的旧模样。 石梁河村
的变化是泗县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泗县着力拆除破旧的“空心
房”，全面实施改水改厕改路，在保留原
有树木、 菜园和水塘的基础上精心设计
施工，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抓住关键“改厕”，户用厕所改造

扎实推进。 严格落实农村厕所改造三
年行动计划， 采用 “三瓮式”、“三格
式 ”、“混凝土装配式 ”、“联户式化粪
池”、“粪污一体化微动力处理” 等多
种模式，推进全县的农村户厕改造工
作，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
件。 2020 年以来，排查出的 1901 户存
在问题厕所全部整改到位，新建户用
厕所 3248 户。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建
设 农 村 公 厕 2690 座 ， 改 造 户 厕
546758 户。

突出重点“治污”，垃圾治理效能

持续提升。 进一步增加农村生活垃圾
运输车次， 调整充实了保洁人员，更
换了垃圾箱等收集处理设备。 在乡镇
政府驻地建成区建成污水处理厂 14
座， 污水日处理量 300 吨至 500 吨；
美丽乡村中心村建成污水集中处理
站 36 个，日处理量 100 吨，均已稳定
运行。 同时，在泗城镇大吴村、大庄镇
新刘村、 黄圩镇华新村等 14 个自然
庄实施粪污一体化微动力处理改厕
工作，已全部投入运行。 引导农民改
变传统一家一户分散养殖模式，利用

房前屋后空地，向经果林庭院经济发
展。 2020 年，收集转运农村垃圾 10.3
万吨。

集中开展以 “五清一改”（清理村
内塘沟，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
产废弃物，清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
清理废旧广告牌，清理无功能建筑；改
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为
主要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
有督查的农村人居环境管护“五有”长
效机制。 2020 年， 清理村内塘沟 605
个，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
弃物 1.3 万吨，清理乱搭乱建、乱堆乱
放 5166 户，清理废旧广告牌 1811 个，
清理无功能建筑 2.1 万平方米，全县农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贺微微）

乱作为必被追责
据报道 ， 从 2009 年到 2017

年，四川省南充市政府为达到规避
土地征转审批、 降低用地成本、腾
挪用地指标等目的，违规确权“国
有河滩地”、 违法征收及批准使用
土地共计 3.38 万余亩。 在督察部
门发现后，第一轮自我整改也是敷
衍了事、未触及核心问题。最终，涉
案的 8 名省管干部 、35 名非省管
干部被追责问责。

乱作为必定被追责，这是南充
案件的警醒。 与个体腐败案件不
同，这是一起政府主导的土地违法
案件， 也是自然资源部挂牌以来，
首个部本级直接立案查处的地方

政府违法批地案件。从案件查处情
况看，当地政府之所以能违规确权
土地且“潜伏”8 年之久，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钻制度空子的侥幸心理。
比如，以 2004 年“第六轮城规”为

借口， 恣意突破土地指标红线，尔
后又把漏洞百出的 “正规批文”摆
上台面。而违法批准使用土地行为
持续 8 年之久， 导致 3339.09 亩土
地已被实际开发建设，本该立即禁
止的违法问题被拖成“历史问题”。

问责“一竿子插到底”，才能拨
开迷雾，整改到位，才能避免乱作为
再次发生。 当地市政府班子成员前
后更迭， 客观上给追责问责造成困
难。 但无论是违法违规被采取一系
列能“摆上台面”的手段，还是把问
题拖成了“历史问题”，乱作为终究
经不住实践的检验，迟早被问责。这
次督察能发现线索并深挖跟进，就
是因为调查了全部确权文件、 一一
核实到位，让问责有事实为依据，有
党纪国法为准绳。只要违法乱纪，谁
都难辞其咎，难逃追责。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系统

思维、科学统筹。 “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战
略思想在具体履责之中的 “指挥
棒”。 各地各部门只有将这 “指挥
棒”科学分解为对干部贯彻新发展
理念的量化考核，才能念好城市发
展的土地“紧箍咒”，从根本上杜绝
“撞线”行为。

难能方为可贵。争做新时代的
好干部，必须在依法合规条件下履
职尽责，敢担当、善作为。既要不撞
土地“红线”、政策“高压线”，又要
善于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履
责的审慎，有问责的严肃，有导向
的科学，才能够把打基础和利长远
结合好，把城市的繁荣、民生的改
善真正统一起来。 （洪乐风）

枣庄加强“文化惠民”建设

本报讯 阜阳市颍东区枣
庄镇不断丰富载体， 创新工作
机制，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
建设。 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深入挖掘和宣传群众身
边的文明、 和谐家庭及感人故
事。 引导更多家庭积极传承优
良美德，加强村民议事会、红白
理事会等群众性组织建设，遏
制不良陈规陋习。同时，强化“文
化惠民工程”软硬件建设，去年
以来， 投资 110 万元规范建设
了枣庄镇文化站和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综合楼及大礼堂，强
化了 9个村 （居）“农家书屋”升
级，建设全镇综合文化广场和 9
个村（居）群众文化广场。

（张万发）

荻港完成高龄津贴发放

本报讯 2020 年繁昌区
荻港镇坚持多措并举， 深入推
进高龄津贴工作提质增效，完
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在册享受 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 1046 人，其
中 90 至 99 周岁 89 人 、80 至
89 周岁 957 人。 累计全年发放
高龄津贴 65.265 万元。 利用各
类网站、微信群、宣传栏及文体
活动等途径，广泛宣传 80 周岁
以上老人高龄津贴政策， 确保
符合条件的老人都能及时享受
到国家社会养老补贴政策。 规
范高龄津贴申请审批程序，防
止漏报、 重报、 错报等情况发
生。

（方文 章新华）

中庙启动公益事业奖补项目

本报讯 近日， 巢湖市中
庙街道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引领
撬动作用， 统筹用于改善村居
环境、 提升村容村貌等公益事
业建设。 据了解， 该街道初步
申报 2021 年公益事业财政奖
补项目为旭东村山门李村内组
道路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30.12
万元，其中财政奖补资金 30 万
元，群众筹资 0.12 万元 ，受益
人口 660 多人。

（颜肆龙）

芜湖建好
“四好农村路”
本报讯 2020 年芜湖市 “四好农村

路” 扩面延伸工程计划建设 1265 公里。
全市 44 个乡镇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 ，
642 个建制村均通不低于 4.5 米宽的硬
化路。

一年来，围绕“建好、管好、养好、运
营好”的公路建设总目标，该市全力推行
农村公路“路长制”工程，构建了县、乡、
村三级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体系， 全市
所有镇（街道）乡村道路专管员已招募到
位。 为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机制，进
一步规范管养行为，建立健全“市、县、
镇、村”四级农村公路管理网络。 2020 年
实施了 50 个县乡公路养护工程项目，总
投资达 1.13 亿元，计划养护里程 317 公
里，截至去年 9 月底，农村公路养护项目
已全部完工。 （谢芸 王俊）

特别关注

天长农民工工资
实名支付

本报讯 天长市从严把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关入手， 将农民工工资支付实名
制管理纳入天长市“网上审批”系统，严
格监管。 要求全市所有建设工程项目开
工前，必须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统
一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据统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12 月底，全
市累计收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2950 万
元，开具银行保函 2356 万元，新开工的
75 个建设项目工地全部开设代发工资
专用账户； 通过银行为 4789 名农民工
代发工资 7412 万元， 切实保障了劳动
者合法权益。

（宣金祥 胡 林 李志明）

去年 12 月下旬以来，肥西县
官亭镇全面掀起集镇和农村环境

集中整治，31 个村居社区组织环
卫工人和村民， 分别对辖区内卫
生环境展开地毯式整治， 以整洁
靓丽的人居环境迎接新春的到

来。
黄求存 摄

清洁村庄
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