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版
2013年12月16日 星期一2013年12月16日 星期一

要 闻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按照中央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安排，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近日在京分别听取
联系点省区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汇报，指导做
好第一批活动收尾工作和第二批活动准备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巩固
和发展好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把作风建设不断引
向深入，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提
供有力保证。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南海听
取河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
汇报。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听取了广西壮
族自治区、江苏省、甘肃省、浙江省、黑龙江省和四
川省的情况汇报。今年 7 月和 9 月，常委们分别到
各自联系点省区实地调研指导，并全程参加联系点
省区党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进入整改落
实、建章立制环节后，常委们及时了解联系点省区
活动进展情况，对落实中央部署、抓好整改落实工
作提出要求。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彭清华、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甘肃省委书记王
三运、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
魁、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分别向常委们汇报了第一
批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特别是集中整改落实、建
章立制工作，以及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调研准备情
况。汇报中，联系点省区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有力指导下，各省区深
入查找“四风”问题，在解决文山会海、超标准用车
用房、铺张浪费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取得积极

成效，并把整改落实具体化责任化制度化，明确了
解决问题、健全制度的分工、任务、措施、时限等。
常委们认真听取汇报，不时就有关问题深入了解情
况，详细询问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具体成效。

听取汇报后，常委们对联系点省区教育实践活
动总体情况给予肯定，认为联系点省区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高度重视，认真贯彻中央部署，
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思想认识
到位，各项措施得力，在纠正“四风”、改进作风上取
得重要成果。特别是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紧
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严格的责任制抓整
改，强化问题导向抓整改，采取有力措施重点整治
群众最关注的“四风”突出问题，取得明显成效。实
践表明，教育实践活动是一次严肃的党内生活，是
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有力弘扬，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集中
行动，有力促进了联系点省区党风政风民风转变和
作风建设制度机制创新。

常委们指出，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
经进入攻坚阶段，越是往后，越要坚持标准、狠抓落
实，如果整改落实工作大而化之，粗枝大叶，建章立
制徒有其表、滥竽充数，特别是不能有效解决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
篑”。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
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取得成果不容易，
巩固和发展成果更重要，要在巩固中坚持，在坚持
中巩固，把责任、担当的压力层层传导下去，把作风
建设引向深入，继续巩固好发展好活动成果。

常委们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仰追求、增强担当意识、树
立为民情怀，始终保持改进作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保持力度、保持
韧劲，驰而不息地加以推进。要牢牢把握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自觉参加党内生活，进一步
增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切实打牢树立优良作风
的思想政治基础。要紧紧抓住“四风”不放，已经纠治
的防反弹，承诺解决的要兑现，深层次问题敢触及，
新出现的问题不放过，努力实现作风的根本好转。

常委们指出，要加强作风建设制度机制创新，
强化制度规范的执行力，使各级领导干部从心底里
把党规党纪当成高压线、警戒线，对违规违纪行为

“零容忍”，使规章制度真正起到防火墙、防波堤的作
用。要坚持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作风建设的抓手，加
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
批事项，以壮士断腕精神推进改革。要紧密结合全面
深化改革的实践，以好的作风和精神状态抓好落
实，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改革取得新进展。

常委们强调，干部群众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寄予更高期待，要注意用好第一批活动成功经验，
扎实做好第二批活动准备工作。要贯穿为民务实
清廉的主题，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的总要求。要突出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多为群众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注重分类指导、分层指
导，把握基层工作特点，贴近基层党员干部实际，切
实解决基层突出问题。要加强整体谋划、统筹协
调，使两批活动无缝对接、上下联动，着力提升作风
建设的整体效应。

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和中央督导组、联
系点省区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联系点省区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汇报时强调

不断巩固和发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以良好作风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
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照镜子、正
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下决心、动真
格，认真查摆、集中解决“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通过建章立制抓整改、管权力、转作风，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开门见山找问题
在近期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单位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直面
矛盾、审视不足，积极总结、认真查找各自存在
的“四风”问题，为下一步整改工作提供了前提、
夯实了基础。

为了让查摆的问题更加接“地气”，全国总
工会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开通领导班子征求
职工群众意见专用邮箱，落实书记处领导每月
1次的接待日制度，明确每名党组成员确定 1个
省级工会联系点和企业联系点，努力以作风建
设新成果求实效。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带头组成 45
个调研组，在 31 个省区市开展为期 3 周的宣
传调研活动，深入走访企业、社区、农村等
1300 多个基层单位，开展宣讲 100 多场，带
回数百万字“原汁原味”的素材，深入查找作
风上的不足。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严格按照中央要求，结
合工作实际，明确提出要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按规定、按程序、按步骤办事，切实做到思想
上不放松、标准上不降低、力度上不减弱，并将
整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多次向工委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党支部征求意见和建议，以群众和
基层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全程接受群众监督。

文化部不断加强查摆问题的针对性，针对
舞台奢靡之风现象，专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节
庆、论坛、展会等摸底普查规范工作，严格审
核各地区各部门报送的拟保留项目并向社会
公布。

深入实际寻“答案”
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深入实际才能觅

得“良方”。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针对前一阶段查摆出来的问题，深入基层，
贴近实际，“求医问药”，寻找“答案”。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网络犯罪等问题，最高法院立足审判职
能深入调研回应群众关切，分别出台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指导各级法院依
照统一尺度严厉惩处。针对立案难，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巡查
暗访，及时通报结果，督促限期整改。

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中央统战部针对整改深入调研不够、管用成果
偏少问题，制定下发 《重点课题调研工作实施细则》，部领导每年至少牵头
研究 1 个重点课题，实地调研不少于 1 个月；部里每年年初制定调研方案，
定期召开调研工作协调推进会等。

水利部积极改进调查研究，围绕水利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战略、热点难
点、体制机制等方面问题，每位党组成员带着 1 项重点课题，轻车简从深入
基层“找答案”。

卫生计生委紧密结合机构、体制改革实际，突出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特
点，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了医务人员“当一天患
者”活动，切实了解患者所需所求，换位思考推动优化就诊流程。

为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农业部深入“三农”一线摸实情办
实事，部领导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截至 9 月底，深入基层调研 144 次、
343天，同比分别增加 28次、80天。

建章立制抓整改
整改落实，贵在真抓实干，重在建章立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坚持

面上整改与专项整治相结合，紧盯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通过建章立制“拧螺
丝”，努力让整改成效落到“末梢神经”。

国家林业局积极开展建章立制工作，废止 12 项制度，抓紧修订 74 项制
度，重点修订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等 8 项践行群众路线方面的制度，并取
消 19 项行政审批事项，检查核查项目同比减少 50%，核查县由去年的 351
个减少至 135个。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坚持把“认
真”二字贯穿始终，把立查立改、整改落实作为推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环
节，制定了 《工委机关教育实践活动近期整改措施》，对征求到的 4 大类 52
条建议中的 14 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和时限要求，并对机关经费开支
按照 5%的比例进行压减，共压减预算支出 175 万元。截至 11 月底，同比减
少印发文件 35%、简报 53%、各类会议 56%，会议费减少 35.6%。

中央编办积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先后分 3 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221 项，重点完善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督促地方和部门优化和简化审
批流程，严格审批监督，通过制度建设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
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

针对前一阶段查摆出来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集中力量开展重点
整治工作。目前，各类会议同比减少 30%，会议费减少 48.9%，削减 30 个
出访团组，公务接待费、公务车运行费同比分别减少 67.6%、17.3%。

（新华社北京 12月 15日电）

查摆问题踏石留印

整改落实抓铁有痕

—
—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查摆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综述

新华社记者

孙铁翔

整 改 进 行 时

这是湖南一个极具特色的边远乡镇。有人总
结 2007 年前的这个镇：边远山镇、债务重镇、产业
空镇、治安乱镇、维稳难镇。在 2007 年前，这个镇
发生过书记、镇长被就地免职的事；发生过镇党委
书记来了半年就要求辞职的事；发生过当地近百名
群众到县政府群访的事。这就是湖南省常德市桃
源县观音寺镇。

2006 年 11 月，“敢说敢干”的唐述林坐着中巴
车来到这个因欠债 1.27亿元而“闻名”的边陲乡镇，
一干就是多年。

12 月 4 日上午记者来到观音寺镇采访，在杨家
溪村碰上 73 岁的老人冯春枝和几个妇女在溪水边
洗衣洗菜。她们误认为记者是领导，主动围上来：

“你不是来调唐书记的吧？这样的好领导不要调走
了，他是观音寺老百姓的恩人。你到处看看，在观
音寺，只要有人家的地方，就有水泥路通到家；只要
有田地的地方，就有水渠在流水；只要有干旱的山
岭陡坡，就有机埠能抽水；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有
水井和码头。我嫁到这里 50 年了，唐书记是我见
到最好的书记。他用几年工夫就圆了老百姓的
梦。”伴着棒槌擂衣的节奏，她编出了顺口溜：“又修
坝来又修桥，百年大计万年牢，旮旯田里有水跑，感
谢党的好领导！”

唐述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能在这个“一说起
观音寺就脑壳大，一到观音寺就想回家”的边陲乡
镇一扎到底，并能让这个贫困乡镇成为先进乡镇。

“我是个有争议的人，但是个干实事的人。我为什
么只能当个乡镇党委书记，是因为个性，我为什么
能推动基层工作，还是因为个性。我的个性是什
么？只要能为老百姓干实事，就敢惹事、不怕事！”

在万羊山林场，记者找到了唐述林，这个才 42
岁的人，乍一看像是 60 岁的老人，头发白中透着灰
黄。“林场的悬崖边上修的这条路，有 20 多里长。
400 多万元成本投入，政府只花了 50 万元做启动
资金，其余全是当地 40 多户老百姓靠质押林权证
自筹。”在万羊山，记者遇上了几个开着拖拉机在山
上砍毛竹的人：“一早晨下来，砍的毛竹可卖 300 多
元。感谢唐书记带着我们修了路，过去是睡在银窝
子里没钱花。”

原来，万羊山连片 5000 亩长满了密密麻麻的
毛竹，毛竹一年一砍，越砍越长。以前没有路，毛竹
全烂在山里了。这几年，像万羊山这样修在悬崖陡
坡上的路，观音寺镇修了 4 条共 48 公里，还有渠道
硬化 58000 多米，整修、硬化山塘 380 多口，疏理渠
道 10 多公里，新修滚水坝 18 座、整修水库 9 座⋯⋯
这一切大都是老百姓主动出的义务工。去年大旱
后冬修水利，老百姓主动出义务工 3000 多个。燕
家坪村修建滚水坝，群众主动投义务工 780 个，在
天南海北打工的青年人都赶回来了。工地没有电，
为了赶进度，老百姓自发用 100 多把手电筒为工程
施工照明。工程刚完工就下大雨，附近的老百姓就

把自己家里的塑料布拿来盖在坝上挡雨。
“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老百姓自然

帮你。一个人就是一盏灯，一盏灯照亮一群人。”唐
述林说，这里最远的村到镇里来回 140 公里，但村
里的水渠通到了每丘田，水井都打到了户，公路硬
化到了组。边远村孩子上学不方便，我们就在村里
办起教学点，办这些实事当然比搞政绩工程难得
多，但确实比政绩工程得民心。

在观音寺镇的几天里，没有听到唐述林惊天动
地的大事，听到的都是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实事。一个乡干部讲了一个唐述林找他谈话的故
事。他说，唐述林刚来镇里开第一个干部会，通知
上午 9 点到会，11 点他还在街上吃早餐。唐述林找
他谈话，没有批评，而是要他思考一个问题再谈
心。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九个
字。这么多年过去了，唐述林用自己的行动让他明
白了“我是老百姓，为了老百姓，依靠老百姓”。

在观音寺镇的山山岭岭转了几天后，记者来到
镇政府。两层办公楼门口，是一片白底红字的《公
务铭》：“边远难镇，压力千钧；牢记宗旨，情系百姓；
卧薪尝胆，克难求进；众志成城，和谐美镇。”唐述林
每周一的晨会都要站在这里带着干部庄严诵读。

坐在唐述林办公室的木凳上，记者问：“在这个
地方一干这么多年，有何感想？”他指了指墙上自撰
的“杂感”，上面写着：“万羊群山揽白云，玉带几缕
绕观音；两湾银河归何处？苗叶水碧最娱人。”“一
纸调令近十春，无愧组织不负民；银杏有灵应知我，
夙夜难眠为观音。”

“一个人就是一盏灯，一盏灯照亮一群人”
——记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观音寺镇党委书记唐述林

本报记者 刘 麟

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救助管理站的女舍，
当许多人对这里疯癫、智障、残障的流浪者感到
恐惧时，管理员杨桂花已经与 9 名流浪乞讨人员
一一打过招呼。20 多年了，一拨拨送走，一批批
迎来。在流浪者面前，杨桂花就像一朵“爱之
花”，顽强地盛开在救助站里。

1991 年，刚走上救助管理员岗位的杨桂花对
站内那些满身散发着刺鼻气味、大喊大叫或肢体
残疾的流浪者无所适从，几次想找领导要求调换
岗位。然而她知道，救助管理站的女值班员人手
紧缺，调换岗位根本不可能。最后，杨桂花决定
坚持下去，对这些生活无着人员尽力提供服务。

2001 年夏天，在受助人员宿舍里，两名患有
精神病的妇女扭打起来，杨桂花跑去劝阻，谁知
这两名患者突然转过身来一齐扑向她，一个从前
面抓破了她的脖子，另一个从后面拳打脚踢。虽

然同事们及时赶来制止，但杨桂花还是受伤住院
治疗了一个星期。被精神病患者打骂是杨桂花常
遇到的事，但这没有阻碍她奉献爱心。

就在前几天，派出所民警送来一位患有老年
痴呆症、离家走失的大娘，杨桂花给她喂饭时，
老人涨红着脸对她说：“我想尿又尿不出来，想拉
也拉不出来，憋得疼。”晚上，杨桂花去药店买回
来开塞露，扶她趴到床上，给老人上了药，但老
人还是排泄不出来。杨桂花就戴上手套，一点点
帮她往外抠。

从业 20 多年，杨桂花从“小杨”变成了“老杨”，
服务过的流浪乞讨人员接近 1000 人次，大部分的
除夕夜都是在救助管理站和受助人员一起度过。

杨桂花知道，来救助管理站的人，有的是自己
走失离家，有的是受家庭虐待被当做包袱推向社会
的，多数人自己根本无法说清家庭地址和亲属姓
名，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和年龄也不知道。“他们本就
因缺少爱才流浪，来到救助站我们就要多付出一点
爱心，才能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她们心坎上”，杨
桂花的话语透着深深的爱心和责任心。

救 助 站 里 的“ 爱 之 花 ”
——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救助管理站管理员杨桂花

本报记者 陈 力

本报北京 12 月 15 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
今天是中国科协会员日，“科技梦·中国梦——中
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这次
主题展，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科学家群体为
主题的大型展览,也是中国科协在会员日奉献给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一份节日礼物。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按照 20 世纪中国社
会发展的脉络，运用个性化、可视化的历史资
料，概要介绍了中国职业科学家群体形成、演进
的曲折历程，讲述了他们为国家民族复兴所付出
的艰苦努力与作出的突出贡献。走近一位位有血
有肉、个性鲜明的科学家，观众们不仅可以深入
了解科学家的学术生涯和精神世界，还将近距离
感受百年以来中国科学事业的艰难与梦想、奋进
与辉煌。

主题展由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财政部、文化
部、国资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科院、工程院、自
然科学基金会等共同主办，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北京市科协承办。
各主办单位负责同志代表、老科学家和院士代表、
科学家及其亲友代表，来自科研、生产、教学一线
的科技工作者代表等 300余人参加了开幕活动并
观看展览。

我国首个科学家群体展开幕

本版编辑 秦文竹

12 月 15 日，建筑工地的外来务工人员现场登记订票信息。当日，安徽省

合肥市翠庭园社区工作人员在辖区内 3处工地设立“务工人员团体票代订服务

点”，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解决订票的烦恼。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