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
和山东省副省长季缃绮相继因涉嫌
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2018年，正
风反腐依然保持高压态势。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艰巨任务，也
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劳永逸，要乘胜追击，一以贯之。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
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
磐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
勇气，对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态度，
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以
无比的决心和勇气正风肃纪，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然形成。行百里者
半九十，在这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
我们切不可满足于现状，徘徊不前，
而应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胆识与
智慧，巩固来之不易的反腐败斗争成
果。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
自身硬”，虽一词之差，但其中蕴含
的深刻意义，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对自身建设提出的新标准新要
求，以及敢于直面问题、应对风险的
政治自觉。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容不
得有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只有勇
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
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才能以强大的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
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只有自身清白，才能担负起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神圣使命。

反腐败斗争
永远在路上

◎陈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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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阿拉善盟
将学习教育作为党建
工作的龙头任务，将
“学”与“做”有机结合，
强学习、抓整改、补短
板、促发展。

□本报记者 刘宏章

虽然冬季的大漠严寒凌厉，但处处
涌动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洋溢着干事创业的勃勃生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博大精深，思想
深邃，尽显中国特色、中国风采。”“报告
3万多字，多次提到‘人民’，始终贯穿着
人民至上的理念。”……1月10日一大
早，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贺兰山社区
百余名党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现
场热烈的学习讨论氛围感染着每个
人。这仅是阿拉善盟基层党组织强化
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7年以来，阿拉善盟全面推进
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

建设，为把阿拉善盟打造成为祖国北疆
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提供了坚强
的组织保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阿拉善盟将学习教育
作为党建工作的龙头任务，将“学”与

“做”有机结合，强学习、抓整改、补短
板、促发展。

怎样让全盟1580个党组织、22216
名党员“动起来”，是“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的关键。编印蒙、汉文《“两学一做”
图说》系列“口袋书”和“致党员的一封
信”，开设“声音课堂”为年老体弱和文
化水平偏低的党员发放一体机4000余
部。组织举办学习教育示范培训班2
期，组成4个宣讲团深入旗区、苏木镇
开展宣讲50场次，实现了学习教育全

覆盖。
在抓好“学”的基础上，阿拉善盟强

化问题导向，以“阿拉善先锋”行动为载
体，机关事业单位党员累计走进农牧
区、社区企业39134人次，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3459件，把党员的先锋作
用体现在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之中。

着力提升基层党建规范化水平，强
化基层党建力量。为全盟30个苏木镇
配齐配强党委副书记、组织员，选派30
名盟直机关干部担任苏木镇下乡驻村
推进组组长，下派184名机关事业单位
干部到嘎查村担任“第一书记”，52个
社区配齐专职副书记，有效补充了基层
党建力量。

在党员管理方面，阿拉善盟严把党
员“入口关”，认真落实“三个不能发

展”、全程纪实和责任追究制度。通过
开展“党组织找党员、党员找党组织”活
动，对党员组织关系进行认真排查摸
底，核准党员基数和流动党员、口袋党
员、失联党员情况。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
止符。阿拉善盟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驰而不息纠正“四
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在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方
面，盟委以上率下、示范引领，扎实履行
主体责任，制定《阿拉善盟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主要领
导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从严抓班
子带队伍，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
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各级党组织切实担负起纪律建设的主

体责任，有效提高了全盟党员领导干部
的规矩意识、纪律意识。

在作风建设方面，该盟各级纪律检
查机关以持之以恒的决心狠抓“四风”，
努力营造政治上的“青山绿水”，在严厉
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着力解决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在端午节等重要
节庆时间点先后抽调103名工作人员，
深入246个苏木镇、街道办、旗直部门、
宾馆、饭店进行全面排查。发挥派驻机
构优势，将盟直21个派驻纪检组分成7
个监督检查组，采取交叉互查、重点抽
查、专项督查等措施，通过查看“三公”
经费支出账目、走访问询、明察暗访等
方式对盟直80个部门和单位开展监督
检查，实现了全盟集中整治工作全覆
盖、无死角。

激活“红色细胞” 高扬“红色旗帜”

□本报记者 郝飚

2017年，乌海市妇联不断丰富学习
载体，积极创新学习形式，充分利用女性
大讲堂、新媒体平台等渠道组织党员干部
学习，有效促进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为及时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方便
党员干部随时学习，乌海市妇联建立了
党支部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分享党的十
九大精神解读、党章党规和最新时事政
治咨讯等学习内容，党员干部还将学习
感言和心得体会发到群里进行交流探
讨，实现了互动学习。该市妇联还积极
组织党员干部通过共产党员网络学院、
法宣在线等进行网上学习。同时，在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设立了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栏，及时
转发各级妇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好经验好做法，刊发妇女干部和
妇女群众心得体会文章，确保党的十九
大精神入脑入心。

立足乌海市80个村、社区的妇女之家，
乌海市妇联开设了女性大讲堂，由市妇联领
导干部组成理论宣讲团，定期深入各自联系
点开展理论宣讲活动，宣讲内容从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到好家风好家训等妇女群众关
心的话题，在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的
同时，也使得干群关系不断密切。

在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进行学习
的基础上，乌海市妇联还注重学习形式和
方法的创新，实现了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
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理论学
习与加强调查研究相结合的“三结合”。
在定期开展集中学习的同时，该市妇联要
求党员干部结合自身情况开展自学，并要
求党员干部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同
时，定期邀请党校教授、专家学者进行宣讲
授课，选派党员干部赴清华大学、内蒙古党
校进行学习。乌海市妇联还要求党员干部
经常走进妇女群众中间去，了解妇女群众
心声，帮助她们解决实际问题。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活动，妇联干部所撰写的调研报
告为乌海市委和上级妇联的决策提供了科
学依据。

线上线下同步学

□本报记者 宋爽

年关将至，乌兰察布市边防支队四
子王旗边防大队卫境边防派出所民警
来到辖区困难群众斯登家，给老人送
去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今天这么多人来看我，我心里甭
提多高兴了！”斯登跟民警唠着家常，
其乐融融。卫境边防派出所民警们
说，辖区群众是我们的亲人，草原是我
们用心守护的家。

“在边境牧区，边防派出所发挥着
巨大作用。民警都是党员、受过高等
教育，不仅为辖区稳定和谐提供了保
障，还给这里的牧民带来了新思想、新
知识。”四子王旗额尔登嘎查书记谈起
牧区的变化，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近年来，卫境边防派出所20名“党性
原则强、党务知识通、群众基础好”的
民警先后被选任为嘎查党支部副书
记，促进了联创联建工作的深入开
展。多年来，卫境边防派出所围绕牧
民感兴趣的草原生态保护、畜牧养殖

技术推广、适龄青年就业培训等主题，
自筹经费邀请专家进行实地指导。此
外，帮助多数家庭建起了太阳能风光
互补小型发电设施，修建道路 6.2 公
里，维修活动室200平方米，清理陈年
垃圾100余吨。

“民警下乡走访，我们的营区就是
牧区。”卫境边防派出所的官兵说。
一次走访中，民警了解到乌拉嘎查牧
民老徐外债较多，加之近两年来降雨
量少、牲畜价格持续下降，养牧保本
都难，一家人生活举步维艰。为了帮

老徐一家渡过难关，该所党支部全体
民警自发资助他们投资经营肉铺，老
徐一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该所始终坚持以草原
110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主导，不断
巩固群防群治力量，加强警民融
合，提升情报研判水平，培养专业
办案队伍，尽可能在第一时间掌握
影响治安的预警性、动态性信息，
大大提高了查处案件的快速反应能
力，使边境苏木刑事、治安案件发
案率明显下降。

牧民们都说，这个党支部引领我们
走了一条好路子。

卫境边防派出所党支部民警们骄
傲地给记者晒出“成绩单”——2014
年，该所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警民共建
案例入编内蒙古自治区《全区联系服
务群众经验做法选编》一书，成为全区
16个服务群众案例中唯一一个部队案
例。2017年，卫境边防派出所党支部
被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公安边
防总队联合表彰为“北疆基层党建长
廊”建设先进典型。

“草原是我们用心守护的家”

□本报记者 阿妮尔

2018年1月2日，锡林郭勒盟东乌旗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开关不久，一辆满载蒙
古国塔木察格油田原油的运输车验证完
毕后直接驶出联检区，验放环节用时不到
5分钟。

驻守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的东乌海
关监管科关员王少峰介绍，“党的十九大
以来，东乌海关积极探索进出口货物的通
关流程再造，细化工作流程，加大科技手
段运用，推进对外贸易便利化，对进口原
油试行‘提前申报、运抵验放’通关模式，
通关时间明显减少。”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海关通
关一体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东乌海关立足
实际，主动作为，积极推动智能卡口建设、
税款自报自缴、“一次申报、分布处置”等业
务改革，简化通关手续，压缩各环节作业时
间，切实提高了通关效能。据悉，2017年，
进口货物通关时间同比下降91.78%；出口
货物通关时间同比下降64.45%。

2017年，东乌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货
物100.08万吨，这是继2012年以来进出
口货运量再次突破百万吨，较上一年度同
期增长62%。验放进出境运输工具67671
台次，同比增长20%，出入境旅客41064
人次，同比增长28%。

推进对外贸易便利化

近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
罕区分局举办了“学习十九大,忠
诚筑警魂”知识竞赛、诗朗诵等活
动，在分局各所、队、科、室间掀起
了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图
为参赛队伍朗诵《党旗下忠诚的
人民警察》。

文/图 本报记者 陈春艳

党旗下的忠诚

□本报记者 宋爽

1月24日，一场“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讨论会正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
城关镇下喇嘛盖村绿果果文化大院里
进行着。“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
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说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儿里，今后
我要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加油干！”党
员姜果绿兴致勃勃地说。

今年59岁的姜果绿，是自治区优

秀共产党员，下喇嘛盖村的致富“能
人”，20多年来，她依靠党的惠农政策
和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了致富梦。如
今，她带领村民们一起脱贫奔小康。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喊
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是姜果绿带
动群众共同致富的真实写照。1994
年，姜果绿自筹 4万元买回了 5头奶
牛，成了下喇嘛盖村第一家奶牛养殖
户，她一边养牛，一边学习养殖技术和
疾病防疫知识，养殖事业蒸蒸日上，规
模越来越大，钱包越来越鼓，但她心中
一直挂念着乡亲们。在之后的日子

里，她经常到乡亲们家里，给他们讲党
的方针路线、惠农政策，讲农牧结合发
展之路，讲自己的养殖经验……逐渐
的，大家伙对养殖的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她便忙着为乡亲们联系购牛资金，
帮他们解决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每次出去调研学习，姜果绿都会给
大家带回养殖方面的先进技术，还自
掏腰包为村民们请专家、讲技术。

2009年，姜果绿申请注册成立养
殖公司，扩大养殖规模，新建了种养一
体化的现代牧场，实行“五统一”的运
营模式，即“全封闭统一管理、统一草

料配方供给、统一防疫、统一配种、统
一鲜奶交售”，这种养殖模式不仅实现
了农民分散养殖模式向规模化养殖的
转型，而且降低了养殖风险，提升了经
济效益，充分调动了农民养牛积极性，
促进了当地奶牛养殖业的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
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
风貌怎么样。下喇嘛盖村绿果果文化
大院的发展历程就是展现农民精神风
貌变化的一个窗口。2010年，姜果绿
自筹资金在村里建起了绿果果文化大
院，最初，只是为了闲暇时让村民们跳

跳舞、扭扭秧歌。如今，图书阅览室、
棋牌室、远程教育室、文艺活动室、民
间艺术室等设施应有尽有，面塑、剪纸
等多样的文体活动为村民提供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

在绿果果文化大院发展过程中，
姜果绿始终不忘身为共产党员的责
任，坚持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
穿活动始终。自编自演的节目取材于
生活，唱出了新农村新气象，“喇叭一
响，男女老少齐上阵”，扭起秧歌跳起
舞，绿果果文化大院成了老百姓最喜
欢的学习园地和娱乐舞台。

姜果绿：带领乡亲实现致富梦想

学思践悟·十九大

榜样·足迹

知行合一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近日，自治区信访局利用每
周五下午时间开展机关干部大讲
堂活动，局党组成员轮流对党的
十九大报告进行解读，逐句读原
文、悟原理。通过互动问答形式，
机关党员干部结合工作谈体会，
努力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做
好信访工作的强大动力。图为党
员干部们在干部大讲堂活动现场
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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