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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好不容易买辆车，没
想到形同‘废铁’。”2011年5

月份，诸葛镇常庄村的宋富
壮用全家人省吃俭用的钱
买了辆面包车，可卖车的宏
宇汽贸公司宣布破产，车辆
没有合格证和发票，根本无
法挂牌上路。

“结对子”的县住建局
联系干部朱庆霞了解这个
情况后，及时反映给工作片
网格负责人李纪军。李纪军
又入户查证，发现竟然有四
户居民有相同的遭遇。他们
找到了县工商局、交通局、
破产的宏宇汽贸，可过了一
个月，事情没有任何转机。

李纪军急了！在工商局同
志的陪同下，他和宋富壮一
起来到临沂市工商局消费者
维权中心，一方面通过法律渠
道公开维权，另一方面通过私
人关系找人出面解决。这样，
耗费半年时间，跨部门、跨县、
进市，最终为四户联系户办了
车辆上牌手续。

本报记者 高扩

沂水县规定，凡是初次
上访的群众，联系干部没有
陪访的将受到处理。群众上
访，联系干部不清楚不了解，
说明联系工作不到位，没有
真联系。自4月1日起，全县有
83名未陪访的联系干部、两
名单位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马站镇信访办主任李
建国说，自从干部下村，信
访量大幅下降，特别是反映
集中的低保问题几乎已经
绝迹。“群众有什么诉求，大
多数通过联系干部就地解
决了，没有必要再去上访。”

本报记者 高扩

每户都在“网格”里

有了问题找干部

如果我们不是挨家挨户地走
访农户，这种事不可能被我们碰
见。

“叔叔，这是我攒了一年的20
块钱，我想去看爸爸，你能告诉我
这些钱够吗？”2013年初，沂水县干
部联系群众活动刚刚启动不久，在
四十里堡镇刘官庄村，一户祖孙老
小相依为命的农户家里，检察系统
干部张广胜遇到了这样的事。

捧出20元零花钱的是这个村
的小女孩玲玲，年仅8岁，父亲3年
前因抢劫入狱，母亲改嫁。失去了
双亲的呵护，她和爷爷奶奶共同
生活。虽然知道爸爸入狱，但她无
时无刻不想着能够去监狱看望爸
爸，她就偷偷地一毛一毛地攒钱，
希望能够攒够去看爸爸的路费。

“如果我们不是挨家挨户地走
访农户，这种事不可能被我们碰
见。”张广胜事后回忆，“我当时就
受到极大触动，心想一定要帮帮这
个小女孩。”很快，我们给玲玲送去
了经济补助，并把她当作长期帮扶
对象。

3月14日，在张广胜的协助联
系下，玲玲来到监狱，终于见到了
爸爸！

在老区沂水，哪怕是再偏远的
村庄，每一家每一户都有来自县城
和乡镇的干部与其联系。沂水下村
的干部入户前接受了统一的培训，
重点学习涉及老百姓的各项政策
以及县里对活动的要求和规定。同
时，为弥合县乡领导和一般干部协
调资源、解决诉求的能力差异，沂
水县配套创立“网格”管理机制。

根据“网格”规划，全县每个
村根据户数划分为若干个网格，
每个网格有30户左右，由一名联
系干部负责，群众的一般诉求，联
系干部可以解决的就地解决；联
系干部解决不了的，上报给村级
网格、工作片网格、镇网格，实在
解决不了的上报县活动办公室。
比如，沂城街道闫家庄村的孔祥
盛摔伤了，1亩多麦子眼看着没人
收，通过“网格”，县委办公室30多
人利用上班前时间把麦子收了。

河奎村武军的儿子患脑萎缩20多
年，通过“网格”，县里和街道协调
残联送来轮椅和康复设备。

目前，沂水县共设置干部联系
网格10180个、村级网格1040个、工
作片网格135个，这是一张横到边、
纵到底、盯人定责、直观清晰的大
网。沂水的诉求目标是：“联系群
众，不是联系了就算了，真正解决
群众的诉求才是真联系。”

县长被抽查

当场核实情况

活动开始后，我们发现有个别
干部认为这是一项负担，有的认为
活动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正常工作。
消极抵触的有，畏难发愁的也有。

走访发现，起初不管是基层群
众还是干部自身，对这样一场主题
活动并不“看好”。

杨庄镇四官庄村村民贺红花
之前就认为，干部就是坐在办公室
里喝茶吹空调看文件，不可能和素

不相识的农民“攀亲戚、结对子”。
负责联系贺红花家的县安监局政
策法规科副科长刘国华也察觉到
了这一点，他说，“贺红花独自开了
个小卖部，两年来，她一直想在小
卖部里销售香烟，可就是办不下来
烟草证。但头两次去，对这个事只
字没提。直到我第三次去，才提起
来。”

党员干部的认识也有一个转
变过程。龙家圈镇党政办的杜婷
婷生于1989年，去年8月份才考上
公务员，在回忆活动之初的心理
反应时，这位年轻的姑娘直言，

“虽然县里说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但刚开始时，真以为搞一阵子就
过去了。”

当地县委机关的人士坦言，
这种思想状态一开始很普遍，不
少联系干部入户调查就有点“省
事”，家里没人、长年在外的，有的
干部就不联系，有人甚至填写虚
假信息。

沂水县委书记刘贤军注意到了
这个苗头，他说：“活动开始后，我们
发现有个别干部认为这是一项负
担，有的认为活动影响了发展、影响
了正常工作。消极抵触的有，畏难发
愁的也有。”如何才能打消干部自身
的这分狐疑，确保活动不走过场？县
委班子成员经过一番商讨谋划，毅
然选择了“自断后路”。

活动办公室给万名干部编了
号，录入计算机系统，每名干部联
系哪些群众，通过系统可以一目了
然地看到。2月6日、3月24日和6月
30日，沂水分别召开了3次现场直
播调查会，对万名干部随机抽查、
现场调度，电视同步直播，并且邀
请省内外媒体参加。

三次抽查，县长和一名副县长
被现场抽到，当场就打电话给联系
户核实情况，这在干部中引起轰
动；而且，对查出的两名弄虚作假
干部和一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单位
主要负责人，分别给予劝其退党和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县委书记刘贤军如是说：“本
来不少干部认为活动是‘光打雷
不下雨’，现在是‘在雷声之后看
到了大雨’。”

施“重典”、谋实效。报告显
示，截至6月份，沂水县联系群众
办公室已经收到群众诉求35489
个，其中90%的诉求都得到解决。

从要求吃低保

到主动退低保

刚开始，村民的诉求中要求
吃低保的非常多。以为谁有关系，
谁和村书记关系好，谁就能吃上。

老区百姓，民风淳厚。当干部
以真心赢得信任，民众就会设身处
地主动帮政府分忧。

杨庄镇四官庄村69岁老人郝
凤增是刘国华的另一个联系户。

“半年来，老人家的思想变化很
大。”刘国华说，第一次入户他就提
出，没有别的诉求，给办个低保就
可以；而现在他又再三提醒我，千
万别给他申请低保，申请递上去也
要撤回来。

在基层信访案例中，反映村
里低保分配不公一直占很大的比
例。沂城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马
继艳也说，“刚开始，村民的诉求
中要求吃低保的非常多。以为谁
有关系，谁和村书记关系好，谁就
能吃上。”

联系干部来了之后，村民纷
纷通过他们申请低保，“抱着‘你
们有关系，我也认识人’的态度。”
刘国华说，“这样事实上造成了相
对公平的状态，村里评定低保就
会以家庭实际情况为准，不会考
虑其他的关系。”

郝凤增当初也是抱着这样的
想法，对于诉求，刘国华真是当作
事来办，她早早地打听好了相关
政策，告诉老人他的条件不太符
合，但到了6月份，还是帮他写了
申请。半年来，随着信任建立起
来，郝凤增也知道自己不符合低
保条件，自然也“不好意思”申请
低保了。

沂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光
好说，“干部联系群众，带来的另一
个变化就是约束了部分不称职的
村干部，村干部如果有侵害村民利
益的行为或者任何不公，联系干部
立刻就会得知。”

为了彻底解决低保分配问题，
沂水县规定村里的联系干部要参
与到低保申请工作中，要协助村两
委入户调查低保申请人的家庭收
入和财产情况。目前，沂水已经有
3000多户主动退出低保。

耗时半年

“废铁”变回汽车

群众上访要陪访

信访量大幅下降

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7月3日，山东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我省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在群众工作中接了地气，在深入群众中有了长进？是否在活动中照了镜子、正了衣冠、洗了澡、、

治了病？是否真正密切了干群关系、树立了清廉形象？

为此，本报记者蹲点一线，实地探访几个基层地区的实践活动，力求通过最鲜活的故事，用调查来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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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走过场就曝光，县委“自断后路”
沂水县万名干部“编号”对接群众，谁弄虚作假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高扩

6月14日，沂水县委办公室35名工作人员来到沂城街道燕家庄村，给一户受伤的村民收麦子。 田宝宗 摄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

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情。”今年3月16日，沂水

县的决策者，与时为清朝

潍县知县的郑板桥隔空

共鸣。同为一县一域的

“父母官”，他一字一句地

读出这首诗，与全县的党

支部书记和下村干部共

勉：“干部要丢掉‘官气’，

沾上‘土气’。”

此时，当地“万名干

部上山下乡”活动，正如

荼开展。干部联系群众，

怎样才能不走过场？如何

才能真正走进百姓心里？

这分共勉，既是激励，也

是活动实效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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