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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近日，县营商环境监督治理检查组来到河南铁

福来装备制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对县里

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县里给我们配了首

席服务员、贴身服务员、政企联络员，随时随地提供

帮助，我们发展得越来越好了。”该公司董事长赵玉

凤表示很满意。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近年来，县

纪委监委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监督重点，创新工作

思路、突破改革瓶颈，着力为企业“松绑”、为群众

“解绊”、为市场“腾位”，为全县打造营商环境新高

地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作风整治组合拳，清除发展绊脚石。立足纪检

监察职能，县纪委监委厘清各单位各部门在优化营

商环境中的功能定位和职责任务，围绕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强化权力监督，明确政商交往

7条正面清单和14条负面清单，督促50个成员单

位签订“九要九不得”承诺书，着力规范政商交往行

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明确了哪些

可为、哪些不可为，鼓励我们放心工作，又能避开雷

区。”县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说，“我们中心已经将

项目审批总时限缩短至31天，中心工作人员人人

努力切实当好‘店小二’。”

精准护航容纠错，干部吃上定心丸。“摸着石头

过河，摔跟头、出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决

定对大家进行容错免责备案，让同志们能放心大胆

地干工作。”在解决一起信访矛盾前，县纪委监委让

工作人员吃上了“定心丸”。为坚持严管厚爱并存，

更好地服务企业，让营商环境“暖起来”，今年3月，

县纪委监委出台《容错纠错免责事项备案办法》，严

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让监督工作有力度、更有

温度。该办法为改革创新者打开枷锁，为干事创业

者卸下思想包袱，让他们可以抛开种种顾虑，更好

地放开手脚服务企业。

倾听诉求解难题，助企发展暖民心。在县纪委

监委机关办公室墙上，一面印有“铁腕执纪尽心尽

责”的锦旗格外显眼。这是河南万瑞汽车物流园负

责人为感谢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帮助企业及时开

工，特地送来的。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县纪委监

委选定107名副科级及以上纪检监察干部，开展“百

干联百企”活动。这百余名干部走访全县企业，收回

调查问卷613份，收集意见建议29条，发现9个问题

并全部解决。在全省2021年度营商环境中，我县排

名第26位，提升了15个名次，其中项目保障指标得

分为100分，排名全省第1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为我们做好本职工作、推

动优化营商环境指明了方向。”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苏明捷表示，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

企业满意导向，以敢干破局难题，以

实干浇灌收获，以苦干赶超标兵，在

助推经济搞建设谋发展中贡献更多

纪检监察力量。 （侯立宁）

县纪委监委——

夯实坚强纪律保障 擦亮营商环境名片
“咱要把‘互联网+智慧党建融平台’关于党

的二十大的内容，反复看几遍，真正把这些党的创

新理论弄懂吃透，融入到工作实践中，这样才能更

好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12月26日，大营

镇组织委员王阿乐在早班会上对各村的党支部书

记安排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时说。这只是我

县通过电教平台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个

缩影。

自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我县积极组织全县

党员干部通过“互联网+智慧党建融平台”“红鹰

网络党校”等远程教育学习平台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旨在让全县广大党员能充分理解领悟

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能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工作

实践。一方面，提前组织全县378个电教站点通

过“红鹰网络党校”学习平台集中观看党的二十大

开幕会直播、收听党的二十大报告；另一方面，充

分利用每周五的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固定学习

日”，安排全县所有乡镇321个村（社区）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十年成就系列片等相关

课件。此外，还号召并组织全县两万五千余名党

员通过河南省党员教育“云课堂”参与“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网络培训班”，深入领悟党的二十

大精神，参学率高达94.7%。

“电化教育是党员教育和党建宣传的一个重

要抓手，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电教平台学习资

源充足、组织学习便捷、传达信息准确等优势，推

动全县党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向纵深发展。”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庆说。 （吕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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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笔者走进前营乡图书馆，看

到农家书屋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分类

明确，整齐有序。书籍内容涉及农业实用技

术、农村致富经验、文学艺术、健康养生、漫

画故事等，能够满足各个年龄段村民的阅读

需求。在这个寒期，农家书屋成了村民特别

是青少年学习的好去处。

在前营乡，当地村民农闲时不仅可以到

农家书屋读书看报，还能聆听专题技术讲

座，村委依托农家书屋为群众举办种植技术

培训，进行实地经验分享，指导村民科学种

植等，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技术、学本

领、涨知识，农家书屋正在改变村民的生活

方式和精神面貌。

农家书屋是公共文化惠民的一项重要

工程，也是实现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途径。为了更好地满足农村群众文

化需要，打造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近年

来，前营乡25个行政村把农家书屋建设作为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扎实推进

农家书屋规范化、制度化建设，逐步完善拓展

服务功能，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传播先进文

化的窗口，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截至目前，前营乡农家书屋实现了 25

个行政村全覆盖，各村陈列书籍均在600本

以上，并配有图书管理员，全年免费对外开

放，累计接待群众56800余

人次。前营乡把农家书屋

建设作为基层文化建设的

延伸和纽带，因人配书，增

加“农味儿”，农家书屋已成为该乡乡风文

明建设的主阵地，丰富了当地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内容，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道靓

丽风景线。

“下一步，前营乡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

探索‘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

书屋+乡村振兴’等共建新模式，构建以阅读

为核心，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主阵地，丰富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把农家书屋真正打造成为全民阅读的基

层阵地，助力乡村振兴。”前营乡党委书记王

冰表示。 （肖晓佳 文/图）

前营乡——

接地气聚人气 “农家书屋+”助乡村文化振兴

12 月 27

日，记者获悉，

近日，河南省妇

联揭晓了今年

第四季“河南省

最 美 家 庭 ”名

单，50 户孝老

爱 亲 、移 风 易

俗、促进民族团

结的家庭典型

脱颖而出。我

县张小红家庭

榜上有名。

今年 54 岁

的张小红家住

城关镇东中社

区 ，丈 夫 是 基

层 干 部 ，每 天

早 出 晚 归 ，既

要顾大家还要

顾小家。张小

红十多年如一

日 ，悉 心 照 顾

“ 植 物 人 ”婆

婆 ，再 苦 再 累

也 毫 无 怨 言 。

每天早上，她给婆婆穿衣，一日

三餐变着花样给婆婆做营养

餐，定时喂饭、喂水、喂药。为

防止婆婆生褥疮，她和家人每

隔 1 个小时为婆婆翻身、按摩

等。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婆婆

渐渐能吞咽食物了。张小红不

但自己待婆婆亲，还教育子女、

孙子孝敬老人，儿子儿媳下班

回到家，也尽心伺候奶奶，一家

人孝老爱亲传递好家风的事迹

被邻里夸赞。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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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二十大
勇毅前行向未来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发展

12月28日，县城人民路东段的建业紫园项目现场，工人

们正在地下室基坑支护施工。

据了解，我县建业紫园、上和院等3个房地产项目被列为平

顶山市首批“保交楼”项目。针对“问题楼盘”等民生事项，县住建

局牵头成立保交楼项目专项工作小组，主动对接企业，提供助企

服务，转变“管理思维”为“服务思维”，形成“一楼一策一专班”，坚

持政策导向、问题导向，深入一线实地督导工期，采取“新老划断”

的办法，成功争取“保交楼”专项资金9800万元，推动“保交楼”项

目取得进展。截至目前，全县3个保交楼项目，已有2个项目完工

并交付，办理交房手续636户，其余项目正在全速推进，确保在约

定时间按时交付。 郭培娟 摄影报道

“保交楼”项目加速推进

走进乡村看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