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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聚焦扶贫、
教育、医疗、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等
领域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的专项整治在我省
深入开展。

今年6月开始，省纪委监
委牵头，会同 17个省直厅局
部门，针对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开门搞整治”。截至目
前，我省已公布三批专项整治
工作成果。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是道政治必答题，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回答
好这道命题，中央纪委提出
“开门搞整治”的明确要求和
工作方法。

“开门搞整治”，门怎么
开？群众进得来吗？

专项整治，我省落实得怎
么样？能否实现让群众可检
验、可评判、可感知？

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引子

群众发现问题是基础，解决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才是回应群
众关切。

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储
霞认为，专项整治做得怎么样，群
众心里有杆秤，是不是动真格，会
不会实打实，群众心里都有数。干
部与其把群众挂在口上，不如踏踏
实实地放在心上。

76 岁的马常增因为房子的
事心烦。

马常增是锦州市凌河区居
民。7月的一天，他到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办事大厅打算咨询房产赠
予的相关政策。

马常增从叫号机上取到的号
码排到了300多号，他估摸着至少
得等 3 个多小时，打算改天再来。
这时，有人对马常增说，只要交
200元钱，马上就能办。马常增心
里尽管不舒坦，但为了不再跑一
趟，还是花钱代办。

号贩子花钱代办，在这家办事
大厅由来已久，群众无可奈何，怨
声载道。

“有些积弊陋习要想真正解
决，甚至需要与既得利益者做斗
争，利用专项整治，我们彻底治治
这些‘病’。”锦州市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说，不能解决表面问题，问
政之后得问责。

锦州市纪委监委经核查，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22名窗口工作人员
为收取好处费倒卖号码，对他们进
行了严肃处理。对该中心前后两
任领导班子中履职不力，存在严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8名领
导干部进行问责。

没有问责，就没有负责；没有
负责，就没有担责。

11月27日，马常增再次来到办
事大厅。他发现，号贩子没影儿了。

民生资金、民生项目是专项整
治的最主要抓手，各地各部门深挖彻

查民生领域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
从7月15日以来，每月一期的

《问政铁岭》电视节目让铁岭群众
看到，不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问政之后就有问责，铁岭
市先后有8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党
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专项整治是发现问题的抓
手，动不动真格，群众有体会、看得
见。”李峰说，对于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优先办
理，快查快处，坚决曝光。专项整
治开展至 10 月底，省纪委监委严
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
1640件，处分1511人，环比分别增
长17%、14%。

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五百村原
党支部书记沈国才，五百村党支部
委员、村文书李向臣挪用扶贫款问
题；大连庄河市大郑镇高阳村违规发
放困难救济金问题，均被严肃处理。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为群

众解决问题时，各地区各部门推动
基层责任落实。

位于大青山脚下的建昌县新
开岭乡东南杖子村，由于今夏干
旱，大北沟组十余户村民生活用水
出现了困难。村民郑少强找到乡
政府反映，能出水的几口水源井也
快打不上来水，咋办。乡干部二话
没说，撂下手头上的事，骑上自行
车就和郑少强去村里。

在村里，乡干部当着郑少强的
面，接连打了一通电话，告诉郑少
强，如果乡亲们吃不上水，赶紧给
乡里打电话，乡里找水车拉水。乡
里派来了工程队，问题得到解决，
而且水质比原来要好得多。

记者了解到，建昌县对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存在问题开展大排查，
纳入了专项整治的重点，发现维修
养护不到位的农村供水工程 150
处，维修完成111处，投入资金500
多万元。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邀请群众参与，接受群众评判

“开门”整治 让群众“进门”来监督
本报记者 王 坤

一口深达 62 米的机井让鞍山
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于家岭村的村民
很满意。村党支部书记姜文飞每天
都要到村里的蔬菜大棚区看看村民
还有啥要求。

“以前要买水泵，抽水得到两三
百米以外的地方。有了这口井水，
浇地不愁了。”“20年不出水的灌溉
井遇到专项整治就出水了。”尽管这
些话不知说过多少回，村民见到姜
文飞还是愿意再次提起来。

这口 62 米深的机井是政府今
年 4 月中旬出资新打的，水位始终
稳定在距井口四五米的地方。不远
处，于家岭村20年不出水的几十口
灌溉井也整修完毕。

为啥 20 年不出水的灌溉井遇
到专项整治就出水了？姜文飞觉
得，只要政府部门紧盯群众利益问
题，跟进服务，疑难问题都能逐个得
到解决。

大连市长海县。这里由于海岛
地域分散，群众办事难。

海岛海鲜上市，海岛商业街区
拥挤、脏乱、扰民。专项整治中，县
政府听到群众的呼声。

市场监管、交通、城建和公安等
部门联合办公，对各岛商业街区综
合治理，划定指定区域，设置按时段
开放海鲜市场，安排专人管理。居
民怨气少了，商贩觉得市场秩序更
好了。

“其实，解决的办法挺常见。以
前为啥解决不好，是因为方法不到
位，顾此失彼。服务群众也要进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长海县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衡大庆看来，要顺
应群众“需求端”的新变化。

今年6月开始的全省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紧扣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
别是“对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漠然处
之，空头承诺、推诿扯皮，以及办事不
公、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开门搞整治”，群众怎么参与？

老百姓可以反映自己的难心事烦心事

“政府能为咱村收拾收拾河道
垃圾不？夏天看不到水，冬天瞧不
见冰，淤泥、垃圾都要堵大门了。”
听到村里大喇叭宣传“专项整治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葫芦岛市
建昌县药王庙镇邱营子村热心村
民邱某上门找到县纪委监委。

邱营子村位于六股河上游，多
年来，河道周边乱堆、乱建、乱采、乱
占问题一直影响村民正常生活。邱
某多次参与清理河道垃圾，但在浩
大工程面前，村民自发组织捉襟见
肘，河道治理工作收效甚微。

建昌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吴
宝川介绍说，依托群众举报，利用
这次专项整治，把同类问题大起
底，一项项推动解决。为了解群众
所需，建昌县出动了 93 台宣传车
辆，发放了4.5万多张宣传单，张贴

了 4800 多张通知单，同时利用村
委会大喇叭宣传，让村民知晓、参
与举报。

按照中央部署，此次“开门搞
整治”，聚焦扶贫，教育、医疗、环境
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
腐败”问题，以及统计造假问题“四
大专项”14项具体方向。

基层问题多，哪些问题是群众
最急最忧最盼？怎么筛选？

“此次整治，省纪委监委牵头，
各部门‘系统抓、抓系统’的工作方
式，同时建立问题双向移交机制，
打通了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壁垒，避
免单打独斗、各管一摊。”省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峰介
绍，专项整治伊始，省纪委监委公
布了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

题方式，各地区各部门自制操作细
则，线上、线下畅通反映问题渠道，
让群众可参与。

排查发现问题，是专项整治的
基础，只有发现问题，才能直面群
众关切。发现的问题有了、多了，
整治才有效果。

李峰介绍说，空头承诺、推诿扯
皮、办事不公、与民争利这些事要
管，设租寻租、吃拿卡要这些事要
管，惠民政策落实得到不到位、“两
不愁”“三保障”落实得咋样、安排的
项目资金使用效率高不高、群众办
事方便不方便的问题，重点管。

在省营商环境管理局，接线员
张鸽刚刚放下群众反映某窗口单
位服务质量不高问题的电话，一个
询问居民社保怎么办理的咨询电
话又打了进来……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专项整
治中，省营商环境管理局特别开通
服务热线，聚焦窗口服务质量不
高、企业群众办事难、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不到位、营商环境投诉问题
办结率低四大问题，接听群众举报
投诉电话。

政务工作越公开透明，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就越高，越能发现问
题，越有利于推动问题解决。

“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欺诈骗
保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省医
保局基金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认为，
让群众进得来，还要想办法吸引群
众参与。

全省医保系统接到定点医疗
机构和零售药店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问题举报线索 197 件，已办结
192件。

群众认可才是真认可，群众满意才是真
满意。目前，我省已公布三批专项整治工作
成果。整治效果，群众如何检验？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
要求，对待漠视群众利益问题，对发现的
问题应改尽改、解决到位；对已解决的要
逐个过筛子、提高解决标准；对解决不到
位 的 一 律 重 新 整 改 ，做 到 群 众 反 映 问 题

“一个都不能少，一项都不能缺，一分都不
能差”。

范家沟村坐落在朝阳市朝阳县尚志乡，
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德鹏的孩子今年考进县里
高中的喜讯让全村人都认准一个理儿——没
有政府的支持和学校老师的帮忙，这书可能
说啥也念不上。

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
少”是政府的责任。在全省 15 个贫困县
中，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 1338 人，减少
至 221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人数
由 372 人减少至 46 人。这是专项整治的阶
段性成果。

记者了解到，日前，省教育厅联合财
政、民政等多个部门，把贫困家庭学生全面
纳入数据库，发放生活补助，落实专项资
金。我省已精准认定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11 万人，发放生活补助 4680 万元，
涵盖全省除大连之外的 13 个市所有县区。

林女士的女儿依依，今年 3 月被诊断出
患有脑髓母细胞恶性肿瘤，在医生的救治下
苏醒了。让林女士感到宽慰的是，我省组建
了两个跨医疗机构的诊疗协作组，她女儿就
医的治疗机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是牵头单位，协作组成员单位共同实施实体
肿瘤患儿化疗、手术、放疗等多学科协作诊
疗，让她重拾希望。

“对于大病患者看病贵的问题，医保部门
针对血液病和恶性肿瘤等十种儿童大病，出
台了相关政策，大病保险的起付线降到普通
居民的一半，报销比例提高到70%，报销额度
上不封顶。”医生告诉林女士，国家给老百姓
的实惠，一项都不差。

“快过年了，我不担心工钱被拖欠，相信
一分都不能差。”盖志敏告诉记者，政府给咱
老百姓是不是真办事，我深有体会。

家住朝阳市建平县的盖志敏是葫芦岛大
唐集团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农民工，他的亲
身体会是在今年8月20日。

当天上午，二十几名农民工把葫芦岛大
唐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工地的大门围住。他们
说被这家公司拖欠了工资。

葫芦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分中心立
即召集相关企业负责人开协调会，盖志敏那
天是农民工代表。分中心执法人员告诉盖志
敏，遇到这样的事，别去堵大门，先把账算清
楚，上我们这儿来申请依法投诉。

8月 22日，21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到
分中心投诉，称被拖欠工资43万余元。分中
心随即向相关企业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
改通知书。9月2日，劳务公司将所欠工资款
全部补发给农民工。

群众在专项整治中有多少获得感，最终
要由群众来投票，由群众来检验。

记者了解到，今年 5月至 7月，在全省涉
农资金、涉农项目问题大排查、大起底专项
治理工作中，共排查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程
序性、实体性等问题 27 万余件，其中纪检监
察职责范围内的有 2.7 万余件，主管职能部
门范围内的有 24 万余件。截至目前，已收
回不应发放款项 2000 余万元，补发群众应
得款项3亿余元。

8 月至 10 月，我省又启动了为期 3 个月
的全省城市街道民生资金、民生项目问题大
排查、大起底工作，目前正在推动问题解决。

动不动真格的，群众怎么知晓？

不解决问题就快速问责，坚决曝光

解决得好不好，群众怎么评判？

最终由群众来投票、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