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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治理“微腐败”有妙招

“自从向纪委交代问题后，我终于卸下了
思想包袱，工作上也更有底气。”2017年5
月，说清了问题并将违规低保金退回的白沙
镇某村党支部书记曾某如释重负。其实，在
万源，像曾某一样主动说清问题的基层干部
不在少数。截至目前，该市已先后有267名
党员干部主动说清问题，上交违纪款304万
元。

万源在“清源行动”中探索出监督执纪的
新路子是什么？万源市相关负责人直言，“除
了政策宣讲外，还要以监督检查为抓手，让

“微腐败”无处遁形！”
2017年春节前后，万源市委开始定点破

冰。通过摸排发现，白羊乡2016年的信访量
很大，但乡镇纪委没有查处一个案件。凭借
多年纪检工作经验，巡察人员判断：“肯定有
问题，就从这儿破冰！”随后，万源市纪委一方
面借助巡察的力量摸清问题，一方面又开展
对信访反映较多的部分党员干部实施“一对
一”精准约谈。约谈当天，该乡7名村组干部
就主动说清了侵占惠民资金6万余元的问
题。

之后，万源市纪委趁热打铁，马上组织力
量进行调查处置，然后在全市进行通报，兑现
组织承诺。如此一来，“清源行动”在该市逐
步推开。

此间，万源针对主动交代问题的党员干
部，还专门制定了《关于主动交代违纪问题党
员干部的处理办法》，通过给基层干部“明正
路、给出路、纠歧路、堵退路”，引导党员干部
主动说清问题。

此外，万源市纪委还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微腐败”，在全市411个村（社区）推行“阳光
村务”，把村务公开搬上了网络和电视，亮起
了全市廉政的“红绿灯”。而且印发《万源市
规范村级“小微权利”运行的实施方案》，出台
《村级小微权利清单三十二条》，通过严管村
干部“微权力”，让农村基层干部权利更加公
开透明，办事更加公平公正。

全市多措并举整治“微腐败”

一系列措施的推行，让万源的“清源行
动”效果明显，一时间，干部关心、群众点赞。
万源的探索，也很快扩展至全市层面的“清源
行动”。

2017年7月，在万源经验的基础上，我市
进一步明确实施方案和处理标准，出台了达
州市《关于主动交代违纪问题党员干部的处
理办法（试行）》，明确了各类处理情况和流
程，明确了不得免予纪律处分的情况。同时，
为了防止违纪干部交代问题藏头露尾、避重
就轻、说小不说大，该《处理办法》还明确规
定，对交代违纪问题有避重就轻或者隐瞒其
他违纪事实的，给予从重处分。

为治标治本，全市还进一步健全了政务
政策公开、群众参与监督等机制，且在脱贫攻
坚、教育、计生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领域，开
展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
败”。同时，全市纪检部门还以身作则，督促
主管部门完善制度，引导其廉洁从政。

“每名党员干部好比是森林中的一棵棵
树，而纪检干部则好比是‘啄木鸟’和‘护林员
’。既要‘治病树’、‘拔烂树’，又要‘正歪树’、
‘护好树’，只有当好森林医生，才能促进干部
森林枝繁叶茂。”达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范继跃表示，只有打好了固本清
源、正风肃纪的作风之仗，从根本上减少腐败
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才能增加群众获得感，
赢得民心。

（苏攀倩 本报记者 彭凡珊）

主动说清问题、主动上交违纪所得、主动挽回经济损失或消除不良
影响，主动做出深刻检讨……一场场“清源行动”的展开，让微腐败治理
迅速在达州基层延伸，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纷纷红脸、流汗、心跳，主动交
代违纪问题，并及时纠错追责。

对此，四川省纪委评价说，“‘清源行动’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提供了有益探索，实现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监督执纪效果。”

持续开展“清源行动” 严管基层“微权力”

达州多措并举整治“微腐败”

本报讯 “改造农村民居32栋，
完成易地搬迁安置18户；修建通村公
路2.4公里……”日前，在渠县青丝乡
鼓坪村村干部质询会上，村支部书记
代凤云向村民述职，并接受村民代表
质询。

“县上下达到我村的两个整治山
坪塘项目都实施到哪些地方去了？”鼓
坪村3社村民余凯率先提问。村支书
代凤云在会上解释道，“两个项目将在
1社和2社实施，另外，县上将在我村1
社的香椿基地和3社的水稻基地分别
新建两口蓄水池，保障我村的生产用
水。”

“你们凭什么要取消我的贫困户
资格？”鼓坪村2社村民余清义质问驻
村干部，村支部书记代凤云接过这个
充满“火药味”的问题，给她算起了账：

“你儿子在街道有商品房，你丈夫在外
务工，你在街道开水果门市，你家人均
收入已高于贫困户收入标准，所以我
们在精准识别‘回头查’时取消了你家
贫困户资格。”听代凤云算完账后，于

清义一言不发地坐下了。
随后，村民们争先恐后举手发问，

村支两委都一一作答。
“现场村民很较真，提出问题直

接、火辣，如果不是实打实带着群众
干，真的很丢人现眼。”代凤云称，虽然
接受质询时在台上如坐针毡，但也是
对基层干部的一种鞭策。

去年以来，渠县探索建立了以“干
部述职、群众质询、限时整改”为基本
内容的村（社区）干部述职质询制度，
要求各村（社区）每半年至少要召开1
次村（社区）干部质询大会，广泛倾听
群众诉求，回应群众关切。

“开展质询会，‘问’只是手段，目
的就是要促进基层事务公开、规范、透
明运作，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决策权。”渠县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杨子希介绍，
去年以来，全县村（社区）累计召开质
询会672次，接受建议、提案1231条，
解决疑难问题和民生实事 1000多
件。 （本报记者 彭凡珊）

渠 县 干部履职好不好
村民要来考一考

达川区
本报讯 “请你将你们村对口帮

扶单位到村帮扶签到册给我们提供一
下。”“张大爷，你家的帮扶干部是谁？
近段时间是否到你家了解情况？”近
日，达川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专项督
查启动，督查组成员在石桥镇走访调
查时，走村入户核实情况，不放过任何
一个问题线索。

据了解，自3月初达川区召开“扶
贫领域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部署会
以来，区纪委、监委通过深化对扶贫领
域作风建设宣传教育，加强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
项整治等方式，查找思想根源，梳理问
题线索，解决突出问题，坚决向扶贫领
域“不作为、乱作为、搞形式、走过场”
等行为“亮剑”。

“我们精选了一批本地扶贫领域
不正之风的典型案例，编印到警示教

育读本《警钟》里面，向全区党员干部
发放，就是让大家警醒：扶贫工作中容
不得半点歪风邪气。”区纪委副书记向
云说道。同时，该区纪委监委组织全
区党员干部上警示教育课40余场次，
观看警示教育片70场次，通过“廉洁
达川”网站、微信等平台点名道姓曝光
问题3批次12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形成强大震慑。

此外，该区还将区委政府领导班
子成员、区纪委监委包片领导手机号
码公开到全区683个村（社区）。在
区纪委监委网站、微信开设扶贫领域
作风问题举报专栏，设置举报信箱，
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全面受理扶贫
领域作风问题举报。截至目前，收到
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举报5件，办结4
件。

（本报记者 彭凡珊）

督查组走村入户
严查扶贫领域歪风邪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