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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集体“家底” 亮干部“箱底” 透百姓“心底”
——喀喇沁旗“三务公开”的经验和启示

◎◎《《赤峰日报赤峰日报》》记者记者 高子民高子民 邵永河邵永河

“触摸屏”让群众成明白人
在锦山镇牛头沟门村，发现一村民正

坐在台阶上向外焦急地张望。上前搭话
得知，他是五组的钟金良，看见村里的万
会计骑自行车进了院，他便走过去说：“你
看看，这一卡通也不整明白了，还整个数
字代号，我也不知道这是啥钱儿呀！”

会计万国彬不慌不忙，领着他走到村
民服务中心前的一键触摸电子屏前，对村
民钟金良咨询的问题逐一耐心解答，并在

“三务公开”触摸屏上进行演示查询，钟金
良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每一笔钱的资
金来源情况。

牛头沟门村位于锦山镇东四公里处，
全村有2336口人、九个村民小组，每天都
会有这样的人来咨询，时间久了，会计老
万慢慢地教会了这些人用村里的触摸屏
查询，解决了村民的疑惑和猜疑。老万不
仅是“明白人”，许多群众也成了“明白

人”。后来，类似钟金良这样的咨询方式
都不见了，村民们都成了查询解说的“明
白家子”，村民只要到了村委会，啥事都能
弄清楚、整明白。

2018年年初，喀旗纪委监委组织全
旗村党支部书记对“三务公开”工作进行

了专题培训，全旗161个行政村干部都成
为“三务公开”工作的答疑人。村民们了
解村务的方式越多，原来的猜疑和矛盾就
越少，全方位、立体式、人性化的公开体
系，给喀喇沁旗的群众带来了莫大的信
任，许多怨气自然消失了。

公开栏让群众“知家底”
走村串巷中看到，大柳树下、老碾盘上、

胡同口、墙根下等，均成了农民们茶余饭后的
聚集点，大人们唠嗑，孩子们玩耍，其乐融融。

“包括一度电、一张纸在内的村里大
事小情、来龙去脉都在公开栏上了。既公
开集体‘三资’管理使用、民生领域资金补
贴发放等‘党务、村务、财务’情况，也公开
跟庄稼人切身利益有关的内容，三大类
36项100多个小项尽收公开栏下。旗纪

委监委盯着呢……”牛家营子村徐支书深
有感触地对笔者说：“再说了，村务公开出
去，我这当支书的也省老心了。”

笔者了解到，就在前几天，土城子村环
城水系项目土地拆迁补偿，镇纪委探索实施
的前置公开时，在制定分配方案之初就充分
征询广大村民的意见，把征询来的意见都公
示出去，在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不断完
善了分配方案，工作比以往顺利得多，前置

公开，保障合法权益，没发生纠纷，确保了百
姓心服气顺。另外，在2018年度粮食生产
者补贴统计工作中，牛家营子镇也探索实施
了前置公开，在积极调动广大群众监督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村民道德委员会作用，发现
村民在自行申报过程中有虚报行为的，大家
就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谴责。

在新建的牛家营子村“三务公开”栏
上，笔者看到从前置公开到最后的因公开

不力追责的整个过程和流程全程公开，一
目了然。为了突出过程公开，将监督关口
前移。牛家营子镇将全村“三重一大”事
项以及群众特别关注或与其切身利益息
息相关的事项，全部进行事前公开并征询
本村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
村民代表和广大村民的意见建议。在收
集大量民意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三务公
开”相关程序进行公开，有效维护广大群

众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管理权，群众的怨
气没了，心气顺了，民风也淳朴了。

喀旗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目前全旗
各乡镇（街道）农村基层“三务公开”覆盖
率达到了100%，公开栏成为最实用方便
的公开方式之一。公开方便群众，显示了

“家底”，理顺了干群关系，为探索更加完
善的公开流程，强化源头治理，规范权力
运行探索了经验和做法。

“新闻板”让群众心明眼亮
7月 19日，美林镇东局子村会计王

占明一大早开着“松花江”去西南沟更
新公示的低保进退名单，同时张贴精准
扶贫最新政策和危房改造最新标准。
一路颠簸了 15 分钟，才到第一个村民
组。恰好，六村民组郭组长正在清理公

开板上的陈旧内容。身边围着的七、八
个村民，有的咨询、有的提出疑问，七嘴
八舌的好不热闹。王会计停下车，把手
里的文件递给组长，跟李老哥、王大叔
……依次打了招呼。王大叔是村里的
老党员，有一双锃光瓦亮的眼睛，一看

村会计来了，上前把王会计拽到一边，
表情严肃地说，“最近听说我们组有一
家吃低保的儿子在赤峰有楼房，你知道
吗？”王会计说，“刚从政府听说的，咱们
都不知道，让旗里核查出来了，我这不
就公示来了吗？”……王会计拉着老王

大叔去看了公示板上的公示表。
“这块小板子挺厉害。”老王笑了，“来

来来，没事的时候大家伙儿都看看啊！”
让群众少跑腿，把该公开的事儿第一

时间让群众知晓，这是喀旗纪委监委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的大事，他们督促镇里开

展“三务公开”，让这些“聚集点”立起“新
闻板”，说白了，那就是通组通户的公示
牌。目前，全旗11个乡镇（街道）均建立
了集中公开栏和通自然村组公开板，公开
到了群众家门口，老百姓心明、眼亮、气
顺。

充满俄罗斯民俗风情的木刻楞、石头房，东正
教的谢拉菲姆教堂，旧式的火车头……当这些在同
一处街区中呈现，一幅中东铁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脉
络版图便愈发清晰。近日，记者探访了满洲里市南
区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再现这条百年铁路的历史文
化记忆。

走过1951年为保证经满洲里口岸运往朝鲜战场
物资安全而建的跨线人行天桥抵达满洲里火车站，不
远处便看到了南区历史文化街区已经初现雏形。古
老的建筑上如今都挂上了文物保护的牌子，铺上石料
的道路让街区充满静谧，这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超
乎想象的整洁、优雅。在蔚蓝的天空下，黄、蓝、绿三
色的木刻楞，灰色的石头房和一辆漆黑的火车头相映
成趣，仿佛来到了欧洲的某个小镇上，这种历经沧桑
的风情别有一番风味。

中东铁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为攫取
中国东北资源、称霸远东地区而修建的一条“丁”字形
铁路，于1897年8月开始施工，1903年7月正式通车
运营。铁路建成后，以铁路为依托，大量资本注入，商

贸发展迅速，30多个国家设立了领事馆和银行，以商
贸为中介开埠，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等
地由此发展起来，而中东铁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
满洲里。92岁的郭爷爷说，修建中东铁路的时候，俄
罗斯人聚居在此。后来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很长的一
段时间里，那些极具特色的民居、店铺、教堂、俱乐部
便一栋接一栋地在南区被建造起来，原本偏僻狭小的
满洲里一下子洋气起来。现在看到这些建筑还能想
象到当时繁荣的景象。

据了解，南区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总投资约5500
万元，主要对南区一、二道街19栋历史保护建筑、国家
级保护文物谢拉菲姆教堂、市级保护文物铁路俱乐部
进行修缮，对沿街建筑外立面进行改造，还包括区域
内市政基础的设施修建及广场铺装、绿化、亮化、供电
降线等。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沿街建筑外立面改
造工程总量的90%，给排水、供热管网已完成，正在进
行供电降线；硬化铺装完成18000平方米；教堂新建
木刻楞主体及外装修粉刷已完成，屋面铁皮安装及室
内装修已完成。

徜徉历史文化街区 再现百年铁路盛景
◎◎文文//图图 《《满洲里日报满洲里日报》》记者记者 赵瑞赵瑞 齐文彬齐文彬 王化勇王化勇

微信群让群众有了“显微镜”
“大美河南东”是河南街道河南东村

的干群连心微信群。村民秦利国打工忙
赚钱，没时间去看公示栏，也没有去村里
唠嗑的空儿，可他手机里的微信群却成为
他始终关注村里大事小情的窗口。特别

是今年以来，微信公众号又有了“三务公
开”专栏，同时推行微信群答疑解惑，这下
更方便了。这几天，每逢干活的空闲时
间，他就一直在微信里咨询媳妇和儿子社
保为啥没有的问题，最后工作人员也发现

这种情况很多，及时上报进行了弥补处
理。

“原来以为玩微信的都是闲人，现在
才知道微信让我们少跑腿不说，省时省力
又省心，只要有微信就能找到干部。”扁担

沟村安素华说。
笔者发现，乃林镇“三务公开”微信公

众号连续推出三条村务公开表，分别是第
二季度贫困残疾人补贴、医疗救助发放公
示、高龄津贴发放情况。像乃林镇这样的

情况不胜枚举，全旗11个乡镇（街道）都
有“三务公开”专栏，定期推送信息，确保
信息公开及时。截至目前，全旗共推出

“三务公开”工作动态300余条，公布信息
超过3万条。

“大数据”让群众手握遥控器
“这样的公开效果真好！一下子到眼

前了，腿脚儿不好没关系，拿起遥控器对
准电视机打开主页，只要选择‘三务公开’
专栏，不论是看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的内
容，还是看国家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情况，
什么五保、低保、粮食补贴等应有尽有，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是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啊！”牛家营子村卞国芳兴致勃

勃地告诉笔者。
针对“三务公开”工作涉及面广、群众

关注度高的现状，2018年初，喀喇沁旗委决
定利用全旗农村数字电视光纤入户改造和
光缆全覆盖的契机，结合有线电视4K智能
机顶盒方便、快捷、易操作、覆盖面广等特
点，依托全旗公共文化服务电视终端，打造
喀喇沁旗广播电视网络“阳光村务”信息平

台，通过电视把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公之于众，老百姓足
不出户即可获取“三务公开”信息。

电视变成群众“三务公开”的载体，成
为服务群众的工具，一个遥控器在手，就
能查询到所有村里“三务公开”的数据，电
视里面装上了“大数据”。为了把“阳光村
务”信息平台真正做成贴民心、解民忧、顺

民意的惠民工程，喀喇沁旗纪委监委会同
有关部门，通过近两个多月的实地调研，
几次召开专题会、座谈会、现场会，听取
旗、乡、村三级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的意见
建议，深入进行可行性研究，制定建设实
施方案、运行管理办法、公开模板及操作
手册，做到了公开内容规范、责任到位，确
保真公开、全公开、及时公开。

据悉，喀喇沁旗广播电视网络“阳光
村务”信息平台还将立足智能化建设，进
一步整合电视、网络和移动终端资源配
置，搭建三网通用的“指尖上的‘三务公
开’”新模式，让“三务公开”的阳光洒到每
一个角落，真正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和推动乡村振兴的民心工程、惠民工程、
助廉工程。

措施多元让“三务公开”常态化
喀旗的“三务公开”为何能落地开

花？在喀旗纪委监委，笔者找到了答案，
并对喀旗农村“三务”的现状和做法有了
全新的认识。

领导负责，上下联动，科学的工作机制
让“三务公开”立见成效。今年，喀旗纪委
监委在向旗委进行专门汇报后，旗委召开
常委会专题研究“三务公开”工作，理清工
作思路，确定工作目标和领导组织，明晰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建立专项推进工作机
制，由旗委组织部部长负责党务公开，旗政
府常务副旗长负责政务公开，各乡镇党委
书记是村务公开责任主体，纪委书记负工
作推进的监督责任。这样的运行机制，使
得民心顺民意的“三务公开”顺利推进。

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有的放矢

的工作目标使“三务公开”不放空炮。针
对农村基层群众对切身利益关注度高、信
访问题多的情况，喀旗旗委把村务公开列
为首推的工作重点，重新修订了《喀喇沁
旗全面推进“三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
见》，对村级事务、财务、政策和热点问题
落实等进行规范，完善公开制度流程，加
强工作指导，制发了《“三务公开”工作手
册》和《“阳光村务”信息平台工作实务》及
《系统录入操作指南》，各乡镇街道成立村
务公开工作专班，由副书记专责落实，各
股、站、所定期报送公开信息数据，确定一
名专职工作人员汇总上传到信息公开平
台发布。组织部门从党建引领方面积极
带动，发挥村级组织示范作用，各乡镇党
委组织了“三务公开”拉练观摩，开展各具

特色的工作培训，以点带面全面推开。
注重形式创新，积极探索信息化公开

模式，使“三务公开”走上快捷路。喀旗在
实行公开栏、视屏、网站、报刊、公众号、政
务服务窗口等多种途径公开的基础上，今
年初开始策划实施广电网络“阳光村务”
信息平台项目建设。旗政府、组织部、纪
委监委、广电中心负责人统筹协调、现场
办公，会商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将喀
喇沁党建、喀喇沁政事儿与“阳光村务”纳
入全旗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平台，目的是
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的同时更加方便
农村基层群众知晓和监督，通过电视机，
将“三务公开”引入千家万户，让这项民心
工程、助廉工程发挥公开的主渠道作用。

措施多元，强有力的监督跟踪问效为

“三务公开”提供了法纪保障。去年以来，
喀旗旗委组织开展“三务公开”专项巡察两
轮，纪委监委建立“双随机”抽查检查机制，
包联乡镇领导深入基层调研督导，乡镇纪
委督察跟进，“两个责任”平台加强日常监
控。纪委和组织部门召开专题分析会，结
合脱贫攻坚、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和村两委
换届等阶段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调度。同
时，纪委监委进一步加大对因“三务公开”
不到位引发的信访举报问题线索的排查处
置，2017年以来受理相关信访举报89件、
立案48件、处分村干部36人、问责相关责
任人12人，通报曝光36件73人。

宣传动员，广泛营造“三务公开”声势让
群众在阳光下前行。喀旗纪委监委主要从
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正面引导，在“清风喀

喇沁”微信公众号、报纸、电视台开设专题专
栏，开展“三务公开”“一线行”跟踪报道和基
层党组织书记专题访谈，强化媒体监督推动
作用，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二是持续开
展警示宣传教育，推出典型案例“警世钟”系
列微评书5期，与旗委组织部联合制作了“三
务公开”廉政公益广告《竞标》，组织开展基
层巡回宣讲，解析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
宣传教育覆盖全旗乡镇村。

一切都是那么简单：简易公开板、“三
务公开”栏、一键触摸电子屏、村委会、微
信群、阳光村务信息平台；一切又那么奏
效，“六位一体”的公开方式给所有群众一
个“明白”，也监督推动了干部们的为官清
廉，为强化农村基层反腐挖掘了源头活
水，真正成为阳光下的反腐剂。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赤峰市纪委监委始终把监督推动“三务公开”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这是一项
得民心、顺民意的“阳光工程”。喀喇沁旗纪委监委积极探索“三务公开”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健全完善村级组织权力监督制约
机制，清集体“家底”，亮干部“箱底”，透百姓“心底”，努力“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
延，“三务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初冬的喀喇沁，阳光暖暖，草木透明。此
时，全旗广大党员干部正全力以赴地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而日夜奋战着。随着脱贫攻坚的
持续开展，党委、政府对广大农村的支持和帮
扶多了，都有哪些新情况、新问题出现？怎样
来应对？笔者就此走访了喀喇沁旗，所见所
闻，着实为该旗的“三务公开”工作所折服。

据喀旗纪委监委的负责人介绍，前些
年农村的“三务公开”存在许多问题，诸如
公开不及时、不到位抑或公开流于形式等
问题，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近年来，旗纪委
监委结合“三务公开”工作实际，坚持正确
导向，集中力量针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突出问题，把推动落实“三务公开”作为

解决农村基层组织权力监督不畅等根本问
题的治本之策。在旗委统一领导下，协调
调动相关责任部门，下大力气，强力推动主
体责任落实，让“三务公开”在全旗落地生
根，建立起立体化、全方位的公开体系，强
化了基层的源头治理。

在走访中发现，在喀喇沁旗的每个乡

镇和街道、村委会和社区，那里的“三务”公
开栏齐全醒目，内容一目了然。此外，有的
村委会设置了方便群众的公开板，有的村
委会设置了公开触摸屏，有的村民手机上
有公开的QQ群和微信群。据介绍，2018
年，喀喇沁旗纪委监委结合广电网络信息
平台，新打造了全区首个“三务公开”广电

网络平台，群众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
家庭炕头，任何场所都能随时看到“三务公
开”情况，真正做到了全公开、真公开。“三务
公开”就像春风拂过，在全旗落了地、生了
根，让干部更清白、群众更明白，群众幸福
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喀喇沁大地，处处
洋溢着合力攻坚奔小康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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