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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办到

百姓的心坎上

“深化拓展驻村入户工
作，有助于激发农村发展活
力，有助于把党的惠农富民
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把各项
民生实事办到千家万户。”
在会上，济宁市委书记马平
昌说，一句话，就是要把市
委市政府抓落实求突破的
力度传递给农村、延伸到基
层。其中，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保障改善民生，将是今
年全市驻村入户工作的两
个关键词。

马平昌说，驻村干部要
把富民增收作为驻村工作
的核心任务。首先，要发展
特色经济促增收，注意突出
特色、重视科技、提高质量，
靠这三张牌打开市场、创出
品牌、增加效益；其次，要提
高产业化水平促增收，其
中，要帮助所驻村深入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拉长产
业 链 条 ，让 农 民 分 享 生
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各
个环节的收益；再次，要
落实惠农政策促增收，要
在引导农民更新观念、开
阔视野的同时，大力开展
应用技术、务工经商技能、
创业就业能力等多方面的
教育培训，鼓励农民自主创
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
组织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畅
通劳务输出渠道，有效增加
农民工资性收入。

“我们驻村入户办实事
办好事，一定要带着对群众
的深厚感情，关键是解决好
农民群众最期盼最急需的
问题，把好事办到老百姓的
心坎上。”马平昌谈到，着力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
落实好义务教育、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基
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
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特别对

“万名保健医生进农户”、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些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好事，
要加快推进，让群众真正得
到益处、见到变化。要深入
了解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中
的问题，对那些因病因灾因
祸致贫的家庭，要千方百计
帮扶救助，让他们衣食无
忧、看到希望。

本报记者 马辉

本报济宁3月5日讯
(记者 马辉) 5日起，济
宁市新派驻的驻村“第一
书记”全部赶赴农村，正
式开始驻村入户。

记者从全市深化大
规 模 驻 村 入 户 活 动 暨
2013年第一书记下派动
员大会上了解到，去年，全
市大规模驻村入户活动已
圆满结束，共选派包括
3378名驻村“第一书记”在
内的7.3万名机关干部，对
点联系6216个行政村。

今年，济宁继续深化
开展大规模驻村入户活
动，建立干部联系群众制
度。会上公布的《意见》中
要求，全市各级机关干部
和农户建立直接联系，每
名干部都有自己的联系
户，每个农户都有联系
人，实现干部联系服务群
众的直接化、常态化。其
中，在实现干部走访农户
全覆盖的同时，确定一定
数量的困难户、老党员户、
无在外工作亲属户等作为
重点联系户经常联系。

《意见》还明确了市
级机关干部、县市区机关
干部及乡镇(街道)干部
所负责的联系户数量、蹲

点时间及住在村里的时
间。其中，市级领导班子
成员每人至少确定10个
重点联系户，每年到联系
点蹲点时间不少于7天，
住在村里的时间不少于5
个晚上。“第一书记”和驻
村干部负责联系所驻村
的所有农户。

“我承诺，全市从市
委常委做起，市委常委从
我本人做起，将严格做到

‘联系群众一户不少、驻
村时间一天不差’。”在大
会上，济宁市委书记马平
昌在谈到即将建立的干
部联系群众制度时说。

联系人要通过电话
联系、上门走访、蹲点调
研等多种方式，经常保持
与重点联系户的直接联
系，做到知家庭成员、知
生活状况、知生产情况、
清楚思想状况、清楚家庭
困难、清楚就业情况、清
楚诉求愿望。

市、县组织部门和下
派办将采取多种形式加
强对干部联系农户工作
的督导检查。各县市区及
部门将把干部联系农户
工作纳入干部年度考核
述职内容。

今年“第一书记”们又要启程了
济宁干部进村入户更加制度化和常态化

重点

“入村的当天晚上，我突然感到
一丝彷徨。面对着陌生的土地和陌生
的人，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老百
姓会不会信任我？一年吃住在村，我
能适应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萍
回忆起去年第一天驻村的那个晚上。

王萍说，她从小生活在城市，
工作在机关，当过15年兵，但从来
没有到农村工作过。第二天，她按
正常作息时间起床后，发现周围的
群众都外出劳动去了。随后，她开
始到有人的农户家走访。

“一开始他们不愿意多谈。后
来我才意识到，是手中的本子和普
通话，让村民们觉得不适应。随后，
我改变了交流方式，聊他们身边的
问题和事情”。王萍说。

王萍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一
切，并开始为水河村的发展出力献
策。这一年，王萍借助她的老本
行——— 科技，在村里安装了农业科
技信息网络系统，可以借助它传递
农业科技信息，增加农产品销售渠
道。水河村的特产金银花，通过网
络与外地超市对接销售后，价格由

每斤50元一下子提高到了120元；大
枣由每斤2 . 6元提高到了8元。

后来，新上的烘干机，不仅解决
了大枣、金银花靠传统晾晒方式，还
使得大枣的价格翻倍，市场供不应
求，使得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王萍深有感触地说，村里发展
了，群众看她的眼神也由一个机关
干部转为看到自家姑娘一样，“我
找到了‘嫁’到水河村的感觉”。

从协调资金用于村里
的基础设施改造，到发展特
色产业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这一年，对于陈庆学来说，
很有成就感。他所驻的艾平
村，一举拿下了南张街道五
项年度考核的第一名。

“我入户走访时，不带
茶杯，不拿笔记本，不穿西
装，进村聊家常、办实事，了
解到群众反映的重要问题，
回到宿舍再记到本上。”陈
庆学说，他在走访艾平西队
13岁的艾长猛家时，得知其
父因车祸去世，母亲改嫁，
只有72岁的奶奶照顾这个
孩子。祖孙俩的生活十分拮
据，屋里除了一台小电视
外，没有啥像样的家当。

“看到这种情况，我感
到十分心酸，便把这家作为
我的重点联系户。”陈庆学
说，随后，他协调民政部门，
给艾长猛一家办理了低保。
协调南张中学为她免除了

学杂费，并送去了衣服、学
习用品和3600元慰问金。

“话说一箩筐，不如小
事办一桩。”这一年，陈庆学
为艾平村可没少办了所谓
的“小事”：对村里16条街巷
进行了硬化，建设了垃圾回
收池、对村里进行了全面绿
化，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马辉

建起信息网，农作物价格翻番
济宁市科技局驻邹城市大束镇水河村“第一书记” 王萍

多做些实事，硬化16条街巷
济宁市安监局驻任城区南张街道艾平村“第一书记” 陈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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