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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纪律重塑党建
培养积极干事作风

2015年11月，33岁的市纪委干部丁卓被选派到达川区
罐子乡和平村担任“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组组长。任职后
不久，原村“两委”成员因集体违纪被纪律审查，群众对村干
部独断专行、办事不公、优亲厚友、暗箱操作等问题反映强
烈，村内矛盾堆积丛生。面对村委人员不足、作风涣散的境
况，丁卓向组织申请，从机关下派2名有干劲、有激情的“80
后”分别担任村支部书记等职，同时选拔了1名口碑较好、
敢于干事的“70后”任村委会主任，重新建强支部。在丁卓
的带领下，新班子拧紧一股绳，誓为脱贫攻坚事业发力。

重建班子仅是干事第一步。为了重燃组织活力，增强
办事效率，丁卓将机关严谨认真的行事作风延续到了和平
村。小小的书记办公室里，整齐堆放着一个个文件盒，里面
记录着村里各大项目和日常村务。“核实群众入户道路建设
情况、合作社成立的讨论结果、村容村貌改善措施……”这
些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最近一次村委例会的内容。丁卓说：
“在纪委学的就是事无巨细，不怕麻烦。现在，村里的每一
项工作都有目标有计划，并且每周都会召集班子成员开例
会，讨论、安排工作。”

此外，丁卓还亲自制定了《村组干部管理办法》《村级财
务管理办法》《村级议事协调规则》等制度，实现制度管人。
渐渐地，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热情愈来愈高、反映干部的问
题愈来愈少。

创新产业扶贫路子
打造“麻辣之乡”新名片

和平村位于铁山山麓，土地贫瘠、岗冲交错、靠天吃饭、
交通闭塞、人口老化使之成为“穷”的代名词，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137户376人，贫困率达17.1%。扶贫，从何扶起，如
何扶到点子上，成了丁卓日思夜想的问题。

为了理清发展思路，丁卓集中两个月时间逐家逐户走
访，摸清吃透村情民意，随后在多方征询意见的基础上，集
思广益制定出《和平村脱贫攻坚和驻村帮扶工作规划》，以
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建设”“农村产业加速发展”和“结对帮
户精准扶贫”三大工程为突破口。

为了解决交通和用水难题，村里先后投入资金364万
元，硬化村道1.5公里、社道2.3公里、生产便道8.3公里，修
建饮水工程12处、山坪塘10口、水渠2.7公里，整治山坪塘
2口、蓄水池2口，安装饮水管道1.2万米，全村95%以上的
群众实现了直通公路、用水充足。

长期以来，和平村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传统作物，且
60%的土地荒废，村民收益甚少。任职后，丁卓把农村产业
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重头戏”。在达川区大规模发展辣椒
产业的春风下，丁卓筹集资金50万元，引进业主合资200万
元修建烘干房，为辣椒加工提供条件。目前，和平村的烘干
房家喻户晓，业务覆盖了周边七个乡镇，每年可获得2.5万
元的集体收入。

利用烘干房的便利条件，丁卓带领村民开发“两椒一
蒜”支柱产业。而在产业开拓之初，从小生活在城里的丁卓
对农业种植知识所知甚少。如何选购到优良的种子，怎样
才能种出优质的作物等专业问题让丁卓费了不少功夫。在
反复对比和考察后，大蒜和辣椒产业终于在村里落了地。
现今，村里数百亩田采用轮种方式，上半年种辣椒、下半年
种大蒜，收获后由烘干房统一进行收购，群众实现人均增收
1000元，脱贫“造血”效应凸显。2016年全村脱贫摘帽81户
195人，贫困人口降至9户33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5%。

和平村幅员面积9.5平方公里，却只有1000亩耕地，若
是将剩下的荒山荒地加以利用，定会给村里再添收益。这
一想，就让丁卓想到了村里的青花椒种植大户李自成。
2016年，村民李自成从外学回花椒种植技术，在和平村投
资6万元种下了80亩青花椒，预计明年就可挂果，实现增
收。丁卓想，比起耗时长、投入多的果树种植，种花椒更受
村民欢迎，而且100亩青花椒可带来80万元的收入，收益
高，不失为一大好产业，便牵头成立了和平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由李自成担任经理人，带动村民种植花椒。现在，花椒
苗正在村里的荒山荒地飞速铺开，3年后，待1500亩青花椒
收成，将实现12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村民也会根据认购的
股份分得相应红利。

与此同时，和平村正计划从村容村貌、乡村旅游、肉鸽
养殖、生态观光着手， 全力打造“麻辣之乡”产业。

躬身田间地头
为群众办实事

干部好不好，实事干没干，群众是第一感受人。在记者
基层随访期间，多次问起当地村民对丁卓书记的印象，他们
都不约而同地笑着说“好”，深入问时，才发现丁卓书记都曾
经为他们解决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并且村务公开透明，无论
问什么，问多少遍，丁卓书记总会为他们一一解答。当问起
对工作现状是否满意时，丁卓说：“还算满意，不过还得继续
努力！”

面对忙碌的工作，丁卓并未表现半分乏力，而显得得心
应手。他说：“群众的信任，多方的支持，才是我们工作的动
力。” （本报记者 刘苏颉）

21岁考入公职，3年基层锻炼，8年机关任职，2年扶贫攻坚。“勇做走在
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丁卓牢牢将习总书记对青年的勉励记
在了心里。面对和平村的困境，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带领群众脱贫”的誓
言。从137户贫困户到当前的4户贫困户，从荒山到金山银山，两年时间里，
丁卓用700多个日日夜夜书写了一份不负众望的答卷。

本报讯 近日，开江县在普安镇宝塔万亩荷花基地
里，打造了一座以“莲”为主题的廉洁文化长廊，增强党员
干部廉洁意识，形成“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

百余米长的廉洁文化长廊上描绘有“古代廉政故事、
优秀家规家训、反腐动漫”等通俗易懂的民间谚语、格言、
古老传说、版画等共20余块，让大家在赏莲、观图中感受
廉洁文化的魅力，受到教育启迪，营造人人“思廉、倡廉、
守廉、践廉”的氛围。

“观看了廉洁文化长廊，感觉到耳目一新，这种讲故
事的方式非常通俗易懂。”普安镇宝塔社区书记栾道云细
心观看，深有感悟地告诉记者，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开江县纪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通过“莲”文化长廊
图文并茂展陈方式，让党员干部在观看荷花时受到廉洁
文化教育，增强了廉政教育的生动性、活泼性和趣味性。

（谭晓霞 本报记者 谢建荣）

万亩荷花基地打造文化长廊

开江赏“莲”促廉教育有生有色

●案例追踪
2016年4月，宣汉县纪委在调查黄石乡百花村党支

部书记江某某虚报套取危房改造资金过程中，江某某向
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危房改建补助资金的情况说明》，
而该《情况说明》上有乡纪委副书记彭某某等人签署的
“情况属实”。江某某声称，申报危房改造补助行为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突然冒出的一份《情况说明》，让调查人
员感到蹊跷，该《情况说明》如果属实，江某某虚报套取危
房改造资金问题可能存在是有人报假线索。然而江某某
提供这个《情况说明》新证据又与调查组之前查实的证据
相互矛盾，究竟谁是真的？调查组对新证据开展了大量
的调查核实工作。

经过走访调查发现，2016年4月11日上午，江某某
在黄石乡政府找到彭某某和涂某，希望二人在《关于危房
改建补助资金的情况说明》上签“情况属实”，伪造证据帮
自己证实其申报的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符合政策规定，企
图以此干扰组织审查，逃避惩罚。彭某某和涂某二人明
知该证明材料与事实不符，但碍于情面没有拒绝，在证明
材料上签署了“情况属实”的意见。2016年11月25日，
彭某某这种心无党性，目无党纪，对党不忠诚的纪检干部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纪检工作岗位。

●案例警示
彭某某作为纪检干部，在明知找他“帮忙”的事项属

于对抗组织审查，弄虚作假，违背原则，不但不严辞拒绝，
反而助长其行为，到头来是个人丢脸、单位蒙羞，与纪检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害了自
己。宣汉县黄石乡纪委副书记彭某某、涂某（另案处理）
的案例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做事干净，干事担
当是基本准则，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带头遵纪守
法，脚踏实地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本报记者 谢建荣）

说纪以案

弄虚作假出证明
宣汉黄石乡纪委原副书记终害己

用青春和热血
浇筑“麻辣之乡”

——记达川区罐子乡和平村80后第一书记丁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