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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剪影凡

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不走过场，抓出反面典型，压
力传递开来

作风整改怎么搞？会不会流于形
式、走走过场？活动之初，不少干部持
观望态度，部分群众更是表示质疑。很
快，区委的一系列行动让全区干部严肃
起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在全区

“转变作风、服务群众”动员会上强硬表
态：“视活动开展情况抓出一定数量的
反面典型，以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警示
全体干部！”

区委、区政府的坚决和强硬打消了
干部的疑虑和观望。与此同时，为保障
工作开展，该区迅速成立了专项整改领
导小组，由区委书记及区长任组长，在
区纪委设立“全区专项整改活动办公
室”，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
门工作组。并随即确定了此次活动的
开展思路，即“四着力三强化”，通过此
项活动着力解决“作风漂浮”、“庸懒散
奢”、“吃拿卡要”、“脱离群众”四大问
题，强化工作责任落实，强化群众监督，

强化案件查处问责。

摄像机对准上班干部，暗访组
随时在身边

3月28日上午9时，匆匆赶往区委、
区政府机关上班的职工在大门口与区
作风整改办的同志迎面而“撞”。不同
于以住的是，他们的手里多了台摄像
机，9时以后迟到的同志全部被记录下
来。

3月底以来，通川区十四个乡（镇、
办、委）都分别在不同时段多次接受过
市、区纪委工作人员的明察暗访。他们
一查到岗情况，严查有无缺席、迟到早
退现象；二查工作状态，是否在上班期
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三查服务群众
情况，是否真正深入一线为群众服务。

开展作风整改活动后，通川区的干
部都清楚，暗访组随时可能来到身边，
大家普遍反映“动真格”、“不认人”。果
不其然，在活动的第一阶段，有4个部门
和乡镇因整改不力被全区通报批评，单
位主要领导向区整改领导小组作检讨。

发动群众监督，借媒体作用，
只为求实效

“2123987”、“2145397”是区作风整
改办公室就此次专项整改活动对外公布
的电话号码，专门受理群众咨询和投诉。
电话公布以来，共接到群众投诉8起，均
已处理并告知群众。达州本土知名论坛
《凤凰山下》也刊载了《关于通川区“转变
作风、服务群众”专项整改活动的公告》，
区整改办就11项机关干部不作为情况请
网民监督投诉，并公布了联系邮箱。目前
接到10起投诉，正在处理之中。

4月20日以来，区整改办变被动掌
握情况为主动调查了解，他们通过10天
的时间深入群众中开展民意调查。不
仅如此，该区还充分利用地处达州市主
城区，多家媒体或分社（站）设在其境内
的资源优势，充分借助媒体作用，宣传

各单位好做法，监督不作为情况，其效
应也十分明显。新华网、四川日报、华
西都市报、四川在线、四川新闻网、达州
日报、达州晚报、达州电视台、达州网等
中央、省、市媒体都报道了该区作风整
改的好经验，个别媒体曝光的不良作风
也迅速得到了整改。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惊醒一地
朝气。作风整改活动以来，通川区各级
各部门涌现出许多好办法。区政府办
制定“六条新规”，区总工会开展“党课
剖析、公正维权”活动，区工商局制定

“大回访”工作机制，区公安分局制定转
作风“九条规定”，区文体局建立作风整
改台帐制，区卫生局与服务对象座谈交
流，区政务服务中心“三争三比”，东城
办事处推出转作风“四亮”，蒲家镇开展
转作风义诊活动，西城办事处红旗路社
区“六个一”举措等均收到良好效果。

□孟德艳 罗琴

“民”字当头 以“实”为先
——通川区开展“转变作风、服务群众”活动扫描

风吹青山绿，雨
浸大地新。晚春时
节，通川区轰轰烈烈
开展的“转变作风、服
务群众”专项活动,全
区干部群众以空前的
热情，紧张投入到第
二季度经济社会建设
中，力争各项指标在
去年的基础上“跨大
步”。一股“思想上为
民利民、工作上惠民
富民、作风上亲民爱
民”的强劲新风在这
个春天扑面而来。

“发挥余热，尽力完美，快乐一
生。”近日，当笔者走进中国移动万源
分公司网络部办公室时，58岁的王绍
华办公桌上那句“座右铭”格外引人
注目。

17岁那年，王绍华响应“上山下
乡”的号召，小学还未毕业就到万源
市罗文镇偏远的马蹄坝村当“知青”。
1971年11月的一天，公社一位干部
找到他，说是有一个招工名额，要他
填一张表，给他安排工作。不久，他
接到通知，被分配到万源市更偏远的
河口区邮电支局上班，端上了让他做
梦也没想到的“铁饭碗”。

1973年1月，王绍华到安微某部
炮兵连服役，被安排做一名通讯兵。

并先后担任无线电班班长、代理排
长，曾五次受到连队嘉奖。

1977年3月，王绍华转业回到万
源，先后在万源市罗文邮电支局、官
渡邮电支局、万源市邮政局劳动服务
公司工作。1997年，当邮政和电信分
家时，王绍华被安排到电信局工作。
两年后，他又在在电信和移动分家的
过程中被分到了移动公司工作。

“万源移动公司刚刚建立时，全
市仅4个基站，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王绍华回想起当初创业的艰辛，不禁
感慨万千。

万源市幅员面积4065平方公里，
山势险峻，人居分散，实现网络全覆
盖，谈何容易！为了将网络不断扩
展，王绍华和他的同事们加班加点，
废寝忘食，拼命赶工期，抢进度。

2000年在大竹河片区建设基站
时，正是酷暑难耐的8月。野外作业

时，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王
绍华和同伴们就用浸了冷水的毛巾包
在头上降温，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
了就饮几口山泉，累了就枕着岩石打
个盹接着干。凭着一股“拼命三郎”
的精神，王绍华和同事们仅用7天时
间就开通了12个基站，创造了万源移
动公司的“神话”！

正在事业发展的高峰期，王绍华
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低谷。2002年
3月，由于公司改制，王绍华被“内
退”！作为万源移动公司的元老之一，
虽然情感上不舍，但王绍华深明大
义，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流着泪默默
地离开了公司。

2003年初，公司又把他召回去做
“临时工”。虽然工资低，工作又苦又
累，但王绍华从不抱怨，能重新回到
公司工作，王绍华已经很满足了，成
天忙得不亦乐乎。

上天似乎也被王绍华对事业的热
爱与执著精神所感动。2009年，由于
重新落实了政策，王绍华再次上岗，
负责检查督促下属公司对全市300多
个基站的检查维护工作。

代维工作是个又费力又容易得罪
人的苦差事，很多员工都想方设法跳
出这个岗位。“老王，人都老了。还要
来啃这块‘硬骨头’哈！”同事半开玩
笑半当真的说。王绍华一本正经地
说，“别看我现在上了年纪，再硬的骨
头我也要啃下！”

抢险救灾是公司一项经常性的工
作，也是最紧张的战斗。长期以来，
王绍华和他的同事把保障通讯畅通看
得比生命还重要。

2010年“7�17”特大洪灾导致该
市90%以上的基站信号中断，移动通
讯全面瘫痪。为尽快恢复通讯，王绍
华不顾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主动向

公司领导请战，被安排到万源火车站
货场接收由省公司紧急支援的救灾物
资。从7月20日凌晨一直工作到21日
下午6点过，王绍华在货场上硬撑了
20多个小时，终于将全部救灾物资全
部转运到公司仓储部。

2012年10月，王绍华感到身体
严重不适。“我请两天假，去成都看望
下儿子。”临别时，王绍华对公司领导
和同事说。结果，10月23日王绍华被
推进了重庆大坪医院的手术台，做了
心脏搭桥手术和心血管修复手术。在
进一步检查中发现，他同时患有肾
癌，并于11月9日做了左肾部分切除
手术。

“等病好了，我还要去上班！”结
束采访时，王绍华对笔者说。虽然他
的身体还很虚弱，但言语中却透露出
无比的坚毅！

□王永明

一位重症患者的通讯情 本报讯 4月26日下午3时，达县万
家镇梁风村七组 （小地名“老鸹沟”）
突发森林火灾。该县人武部接到万家镇
民兵信息员报告后，迅速启动森林防火
预案，电话指导万家、大滩、麻柳等附
近五个乡镇武装部，立即组织民兵应急
队员150余人赶赴火灾现场救灾灭火，
同时人武部领导迅速带领相关人员坐车
赶赴现场指导。

火灾现场山高坡陡，荆棘密布，情
况复杂，但广大民兵指战员充分发扬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精神勇往直
前。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灭火，灾情基本
得到控制。此次火灾过火面积达30余
亩，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情况，群众财产
损失降到了最低。

（陈思勇 陈仁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森林突发火灾
150名民兵奋勇扑灭

本报讯 “试用期满后每个月的工
资是多少？”“自正式签订用工合同起，
每个月工资在1800元至2200元之间。”
4月25日，大竹县2013年“搭建供需平
台�促进转移就业”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
在该县煌歌广场正式启动。据悉，此次
活动由该县人社局、县就业局等单位承
办，求职应聘时间5月1日结束。

当天，近万人参加了招聘会，包括
各类技术工、文职管理类人才、返乡农
民工等。参会的41家民营企业共为求职
人员提供1871个岗位，现场签订就业意
向性协议487人次，发放就业政策法规
宣传资料5000余份，现场维权27人次。

“原来我在东莞打工，这次选择在
家乡企业务工，一是因为家乡经济发展
很快，二是能更好地照顾家里。”来自石
子镇互助村的返乡青年谢成文，在四川
三鑫包装有限公司招聘台前填好求职登
记表后，喜滋滋地道出了心里话，“我在
上职高时学的是机械电子专业，很喜欢
数控操作这个岗位。通过了解，在家门
口务工挣的钱跟在外打工相比差别不
大。”

（本报记者 王晓林）

民企招聘周
助400求职者找到“婆家”

本报讯 5月2日，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去年以来，通川区大力开展农业
户籍孕期妇女出生缺陷筛查，免费提供
全程健康监测和全方位管理服务，防控
出生缺陷、提高新生儿生命质量，为广
大农村家庭带来了福音。

村民丁佳玲是一位受检对象，在经
过称体重、量血压、听胎心……做完一
系列常规检查后，她心里更踏实了。“本
来我以为这里检查很简单，只是查个血
常规、量个血压，没想到竟有19项免费
检查。免费孕检为我们的家庭健康生
育、孕育健康宝宝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丁佳玲告诉记者。

通川区计生服务站主治医师余兰告
诉记者，免费孕检能有效解决群众所关
心的现实利益问题，推动实现出生缺陷
预防模式向“孕前预防”、“群体预防”
转移，有利于全面提高全区人口计生工
作质量。 （本报记者 孟静）

免费孕检
防控出生缺陷

开江城区
主要地段监控全覆盖

本报讯 “现在每走一段距离，就会
看见一个‘天眼’，给我们编织了一张无形
的安全网。出门买菜、锻炼再也不用担心
小偷小摸了。”4日19日，在开江县橄榄广
场锻炼的一位老人说。

据悉，自去年以来，该县采取“公司承
建，政府租赁，公安使用”的建设模式，规
划建设天网高清视频监控点位216个，逐
步形成密集的视频监控网络，实现对城市
主要街道、繁华街区、重点部位视频监控
的全覆盖。截至目前，该县依托“天网”系
统共获取线索、固定证据160余条，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83名，破获刑事案件86
起。 （吴应丰 本报记者 唐启兵）

达州市城区空气质量为优，无超标
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为舒适。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2013年5月2日

达州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时间：2013年5月2日 监测单位：达州市环境监测站

本报讯 去冬今春以来的旱情，对渠县造成严重
损失，该县于4月26日启动Ⅲ级抗旱应急响应。近期
的降雨，对渠县旱情仍无有效缓解。连日来，渠县干
部群众行动起来，奋力抗击旱灾。

去冬今春以来，渠县降雨和历史同期相比偏少达5
成，气温偏高，出现持续旱情。据渠县人民政府防汛抗
旱指挥部统计，截至4月26日17时，该县农经作物受灾
面积80.15万亩，绝收17.07万亩；计划水稻栽插面积53
万亩，实际栽插面积不到三成；60个乡镇全部受旱，涉
及531个村、82.7万人。因旱饮水不安全人口38.3万
人，导致该县宋家乡、双土乡、丰乐乡等8个场镇饮水
无保证。因旱造成该县直接经济损失5.2亿元。

根据该县气象部门预测，气象干旱仍将持续，旱
情将进一步加剧。为了抗击旱情，该县于近日连续召
开旱情会商会、抗旱工作紧急会议等专题布署抗旱工
作。渠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带头深入乡镇，
来到田间地头指导抗旱工作。挂包领导携县级部门深
入联系乡镇村社出谋划策，解决问题。全县人民进行
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目前，全县新建或修复蓄水工程
333处，修复机电提灌站115处，清淤或整治渠道650
公里，投入抗旱机具近3万台（套），拉水、送水2万
多立方，投入抗旱人员47万人次，解决农田灌溉12万
亩，解决农村饮水困难25万人，解决牲畜饮水困难35
万头，投入抗旱资金1300多万元。

该县根据各乡镇不同的地理条件，采用以水治
旱、以旱治旱、科技治旱等方法，首先确保人畜饮水
安全和春种春播，适时调整种植结构，全力确保“大
灾之年不减产”。为保证群众生活用水，该县统筹安
排，目前由县消防大队送水到卷硐向桥村、梨树村，
和宋家乡场镇；由天星镇送水到双土场镇，由三汇镇
送水到丰乐场镇。

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乡镇主要负责人要
亲自安排布署本辖区抗旱救灾工作，并在Ⅲ级响应期
内一律不得离开辖区出差，要靠前指挥；县防指各成
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全力投入抗旱工作，与人民
群众共渡难关。

（廖亚飞）

■农经作物绝收17万亩
■水稻栽插不到三成
■8个场镇饮水无保证

渠县旱情持续
干群奋力抗旱救灾

五一前夕，达钢集团公司工会举办了一场趣味
体育运动会。此次运动会设置了拔河、“结对而
行”、“协同作战”、“跳袋接力”等竞技项目。运动会
重在参与性与趣味性，引来员工家属的围观，整个
比赛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蒲茜 弋忠华 李佳君 摄）

趣味体育
欢声笑语

今年，宣汉县把科技增粮、科技增效作为提高粮食产量
的“重头戏”，因地制宜地创建出“吨粮田、五千元钱”、“千斤
粮、万元钱”新典范，为盆周山区发展现代农业和实施科技
成果大面积转化提供了新样板和新模式。图为双河镇方斗
村灵芝套种玉米的新模式。

(漆楚良 摄)

灵芝套种玉米
稳粮又增收

针对去冬今春的干旱形势，大竹县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全
县各村组，切实搞好机电提灌维修改造升级工作，保障春耕灌
溉需要。目前，全县共建农村电力提灌站410座、装机容量
10510kw、设计灌面22.5万亩。图为农机站技术人员日前对提
灌设备进行升级维护。

（本报记者 饶春宝 摄）

维护提灌设备
确保春耕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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