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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纪委监委

“轮流讲学”“同台竞技”助力信访举报工作提质增效
通讯员 朱 鹏 陈光洪 李 方

“信访举报是监督执纪的‘第一道关
口’，提升信访举报工作质效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至关重要。”近期，昭通
市纪委监委积极探索纪检监察信访举报
工作新举措，持续开展“轮流讲学”研习
班，来自全市 11个县（市、区）的信访纪检
监察干部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轮流讲
学”“同台竞技”。

组织开展“轮流讲学”研习班，是昭通

市纪委监委提升纪检监察信访干部业务
能力素质、破解基层信访举报工作难题的
一项重要举措。

研习班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
什么”原则，采取市级点题和县级自主选题
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信访检举举报平台应
用、信访举报规范办理、重复举报治理、澄
清正名等重点业务工作，进行轮流讲学。

与此同时，参学人员结合日常业务和

培训需求，分享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和宝贵
经验，大家一起研业务、学做法、补短板、强
弱项，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升。

“同台竞技”激发了干部的学习热情，
增强了竞争意识。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
活动不仅学习到了其他县（市、区）的先进做
法和成功经验，也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
向。将以研习活动为契机，不断增强信访举
报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据悉，截至目前，该研习班已开办 6
期，886名干部参加研习。

昭通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轮流讲学”研习班不仅是一个业务交流
的平台，更是促进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协同
共进的桥梁。下一步，昭通市纪委监委将
继续深化“轮流讲学”机制，推动培训资源
向基层倾斜，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
通、作风过硬的乌蒙纪检监察铁军。

镇雄：

监督护春耕
不负农时春

通讯员 李 兰

清明过，农事忙。四月的乌蒙大地
春光正浓，田间地头，农民们早已忙碌
起来，锄草覆膜、选种育苗，一派繁忙的
景象。

“老乡，这些天买的玉米种子质量咋
样？有没有涨价？”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镇雄县泼机镇纪委书记同农技站工
作人员来到庙山村，和正在撒种的张大
婶聊起了家常。像这样开展“田间办公”
的实地监督，已成为镇雄县春耕监督的
常态。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重点县，做好春
耕备耕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的关键。连日来，镇雄县纪委监
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
粮食安全，强化政治监督，紧盯“1+1+N”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目标，督促县农
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
门落实好春耕生产技术服务、物资供应、
农资质量监管等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在
春耕生产中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

“多亏了农技站王同志手把手地教
我们如何使用覆膜机播种，现在一天就
能种五亩地的玉米。”

“有了国家的好政策和种粮补贴，我
们种地更有盼头了。”

村民们一边忙着播种，一边高兴地
向前来走访的镇纪委书记介绍玉米播种
的情况。春耕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起点，
也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为确保惠农
资金“精准灌溉”，镇雄县纪委监委因时
因势校准监督靶心，派驻县财政局纪检
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探头”优势，及时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格对照财政资金使
用管理规定开展“四查”行动，加快惠农
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此外，通过蹲点调
研、明察暗访、实地走访等方式，深入田
间地头、农资经销店等，对农资销售、惠
农政策落实等情况开展监督，把惠农政
策解读变成“话家常”，并对政策落实实
行全流程跟踪，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
推动监督力量直达春耕“最后一公里”。

“我们通过核查系统、电话督办、随
机抽查等方式对全县30个乡镇（街道）财
政惠农资金使用实行‘穿透式’监督，压
实监管责任，确保惠农资金专款专用，真
正做到惠农利农，坚决杜绝截留、挤占、
挪用等问题。”镇雄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
负责人介绍道。

此外，为提升农户玉米种植技术水
平，实现玉米单产产量提升，镇雄县纪委
监委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25名农
技骨干成立“春耕服务团”，针对春季病
虫害防治、施肥灌溉、栽培管理、农机具
安全使用等方面，采用“课堂讲原理+田
间练实操”的方式“面对面”开展授课，切
实让村民更好地掌握玉米栽培管护实用
技术。截至目前，已开展技术指导 32场
次，惠及农户 200余人次，投入各类农机
具1.72万套。

“监督护航春耕，是纪检监察机关聚
焦粮食安全开展政治监督的具体体现。”
镇雄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推动
监督力量下沉，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全力
抓好春耕生产，对不作为、乱作为、失职
失责等问题严肃查处，让群众种粮有劲
头、丰收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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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走进大关
县田间地头，一台台微耕
机来回穿梭，勤劳的农民
忙着松土、播种、施肥、覆
膜……一幅春耕热潮涌
动的画卷映入眼帘。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年好景在春耕，春耕
备耕是确保全年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
关键。时下，正值春耕
备耕关键期，大关县纪
委监委立足职能定位，
把监督“探头”延伸到田
间地头，推动相关职能
部门守好“责任田”，切
实保障春耕生产有序进
行，为全年丰收开好局、
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大哥，最近镇上有
组织开展种植技术培训
吗？今年的地力补贴发
放了吗？”

“婶子，今年你家种
了多少亩玉米？农药、
化肥都买齐全了吗？价
格怎么样？”

……
大关县纪委监委坚

持县、乡、村三级联动，
组建专项督查组，主动
下沉一线，紧盯惠农政
策落实、涉农补助资金
发放和使用、农资农机
保障供应等关键环节跟
进监督、精准监督，全力打好护航春耕生产

“主动仗”。
与此同时，大关县纪委监委采用“督查

组+驻村工作队”双走访、双调研，深入田
间地头，了解农户在春耕生产过程中的急
难愁盼，针对农户反映的选种难、缺乏生产
技术等问题，督促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职
能部门下派农技人员深入各村为农户送上
农机维修使用、农田灌溉、化肥使用、农药
配比、种子选购等技术“良方”，切实为群众
春耕破“难点”、疏“堵点”。

“我年前参加了好几场种植技术培训，
培训完还给我们农户免费发放了种子、地
膜。这批糯玉米苗也是玉米基地免费发放
给我们的，现在移栽下去，农历5月底鲜玉
米就可以上市了。”谈起今年的薄皮糯玉米
种植，天星镇祥云村村民雷大爷向前来走
访的纪检监察干部信心满满地说。

为确保农户购买到“放心种”“放心药”
“放心肥”，大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
纪检监察组“驻”的优势，跟随县农业农村
局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城区
和各乡镇涉农企业、农资经销店，对农资销
售供应情况进行仔细查验，从严整治销售
过期产品、假冒伪劣产品以及囤积居奇、串
通涨价等违规经营行为，规范农资市场经
营秩序，切实维护好农民权益。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们将持续
紧盯涉农补贴发放、惠农政策落实等情况，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压紧压实春耕生产各
领域责任，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粮袋子’。”
大关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永善：

“零距离”旁听 业务和警示教育双提升
通讯员 邵聪美 杨 志

“因为我采取非法手段发不义之财
‘犯了规’，所以今天站在了‘被告席’上接
受审判，为此我感到十分痛心，也非常懊
恼，我真心悔错，愿意接受惩罚……”

日前，永善县人民法院对一起由永善
县纪委监委调查的商人张某某涉嫌犯罪
案进行公开庭审，该县纪委监委组织审查
调查干部到现场旁听，通过“零距离”观摩、

“沉浸式”感受，将庭审现场变成了纪检监
察干部业务提升和警示教育的“小课堂”。

从宣布公诉书到法庭调查，再到举证质
证、法庭辩论，最后被告人陈述，庭审现场逐
步还原了张某某把自己带入犯罪深渊的完
整过程。通过可视化、可感化、可触化的现

场旁听，一方面，让旁听干部“沉浸式”学习
了解案件证据收集、审查调查要点和法律适
用依据等纪法业务知识，进一步帮助审查调
查干部增强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法律意
识，提高案件审查调查能力；另一方面，教育
警示纪检监察干部，要把好“廉洁关”、守好

“底线关”，时刻牢记纪检监察干部不具备天
然的“免疫力”，牢固树立随时都有被“围猎”
的风险意识，吸取系统内被查处典型案例的
深刻教训，严防自己成为“片中人”。

“今天的旁听，对我今后如何开展审
查调查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我将力争把每
一件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
检验的铁案。”“此次庭审不仅是一次庄严

的司法审判，更是一堂生动的警示教育
课。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筑牢思想
防线，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
非分之想，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庭
审结束后，参加旁听的纪检干部纷纷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近年来，永善县纪委监委采取以考促
学、业务培训、以案代训、跟班学习、“拜师
学艺”等方式，不断为全县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充电”“蓄能”。此外，通过组
织开展警示教育、上廉政党课、“一对一”谈
心谈话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构建纪检监察
干部警示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格局。

彝良：

以“督”促“防”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通讯员 李忠伟 陈方永

“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
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不准在林区烧纸、燃
放烟花爆竹；不准在林区野炊……”近段时
间，走进彝良的村村寨寨，都会听到应急广
播大喇叭定时播放森林防火温馨提醒。

今年 3 月以来，随着气温逐渐回暖，
天气干燥，彝良县进入全县森林草原高火
险期，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彝
良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探头”作用，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聚焦森林
草原防灭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准深
入开展监督检查，以有力监督切实筑牢森
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屏障。

在监督检查中，彝良县纪委监委统筹
“室组地”监督力量，紧盯应急处置、物资储
备、力量配备、巡护值守、隐患排查、防灭火
宣传等重点环节，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
等方式，深入基层一线靠前监督、精准监督，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街道）进一步
完善消防措施，严防发生森林火灾火情。

为压紧压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属地管
理责任，彝良县纪委监委督促各乡镇（街
道）纪（工）委聚焦森林防火责任落实，深
入各村（社区），通过查阅工作台账、询问
工作人员等方式，对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全
面监督，重点检查森林防火责任制是否细

化落实、各村（社区）干部是否严格落实包
片责任、护林员是否到岗履职尽责、重点
人群是否落实包保责任、群众对森林草原
防灭火法规是否知晓等情况，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督促其整改并持续跟踪问效，做到
问题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森林草原防灭
火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为压紧压实森林草原防灭火监管责
任，彝良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物资保障、队伍建设、救援准备等重点环
节，督促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和草原局
等职能部门对森林防火物资、装备等进行
全面清点、检查和维护，加强防火队伍培

训管理，打好应急处突“准备仗”。
森林防火关键在预防，宣传教育是森

林火灾预防的第一要务和首道防线。彝
良县纪委监委将森林防火宣传教育作为
监督抓手，督促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和
草原局等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街道）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设立警示牌等方式，运用
新媒体、流动宣传车、应急广播大喇叭等
载体，紧盯重点时段、重点人群、重点区
域，广泛宣传森林防灭火知识，切实增强
全民防灭火意识。截至目前，全县共发放
宣传资料 12.5万余份，在重点林区、交通
要道设立大型防火警示牌260余块。

“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层
层传导压力，对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坚决查
处，严肃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保障辖区
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部署落实落细。”彝
良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威信：

巡察助力职工之家“焕新升级”
通讯员 吴天林

新建的乒乓球室内，职工正在展开
激烈对垒；健身区崭新的跑步机上，几
名职工正在挥洒汗水；阅览室内，一些
青年职工专注地翻看着工会赠送的党
史书籍……这个占地 120平方米的职工
活动阵地，如今已成为威信县旧城镇政府
职工休闲充电的“温馨港湾”。

职工之家从“沉睡”状态被唤醒，缘于
威信县委第三巡察组对县总工会的一次
巡察。

2024 年上半年，威信县委第三巡察
组下沉乡镇走访时，发现旧城镇职工之家
不仅占地面积未达建设标准，其内部仅有
的乒乓球桌也因缺少球拍、球网等配套设
施无法使用。因室内设备不足、功能不
全，旧城镇职工极少开展工会活动，储物
架上积灰的档案材料与闲置桌椅混杂堆

放，职工之家俨然成为杂物仓库。
“由总工会投入建设的职工之家为何

长期闲置？”带着这个疑问，巡察组深入走
访查症结。原来，旧城镇职工之家选址时
未严格执行规范标准，以致建设面积不达
标，后续又因缺乏管理维护，设施设备渐
渐陈旧，本应有温度的职工之家逐渐沦为
摆设。

随后，威信县委第三巡察组向县总工
会党组反馈了此问题，督促其及时解决基
层工会阵地建设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的问
题。“职工之家既是职工进行日常休息和
开展活动的场地，也是基层工会联系服务
职工的前沿哨所，必须让它活起来、暖起
来。”威信县委第三巡察组组长说。

收到巡察反馈后，威信县总工会党
组立即组建工作专班推进整改，协调旧

城镇政府增补毗邻库房 50 平方米实现
功能分区优化，投入专项资金增配台球
桌、跑步机、动感单车等运动健身器材，
更新“职工荣誉墙”“职工风采”等文化墙
标识，落实多项整改措施，如今的职工之
家焕然一新。

“现在，这里才真正像我们的第二个
‘家’，健身、学习都能搞定。”职工之家提
档升级后，成了干部职工休闲健身的好
去处。

此外，威信县总工会举一反三，创新
建立职工之家“县总指导+镇工会管理+
志愿者轮值”三级运维体系，明确标准化
开放制度，并率先推行“职工点单”服务模
式，根据职工需求动态增设阅读角等定制
化服务空间，切实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
一公里”。

盐津县纪委监委深入审批一线了解
政务服务、惠企政策落实等情况，靶向发
力破除营商环境“中梗阻”。图为盐津县
纪检监察干部走访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了解涉企业务办理相关情况。

通讯员 陈 方 摄

盐津县纪委监委

深入一线靠前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