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近日，自治区税务局党建工作处党支部、呼
和浩特市税务局系统党建工作科党支部和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税务局第一党支部，以三级税务局
基层党组织联建的形式，组织所属党员共同开展

“不忘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党员们参观了党性修养厅、榜样人

物区、廉政文化厅等多元展厅，多维度领略了共

产党人光辉的革命历程、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
和情景式警示教育。党员们深刻感受到加强党
性修养的重要意义，纷纷表示要将加强党性修
养作为终身必修课，自觉用党性原则来规范和
提升自己。

在红色影院，党员们共同观看了《建党伟业》
片段，在影片中重温党史、回望初心。“此次观影
是一场特别的理想信念教育课，以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牺牲奉献的场景再现，为每一名党员注
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对更好传承‘烈士丰碑永不

倒’的深厚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很多党员发出这样的感慨。

座谈会上，各级党员代表围绕“立足本职岗
位，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展开热烈的讨论，分享参
加主题党日活动的心得体会，学习党建工作经验
方法，探讨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党务工
作者应具备的能力和素养。大家表示，要通过弘
扬党的优良传统等多种教育形式，做好对党员的
教育管理工作；要坚持“五化协同、大抓基层”工
作机制，推进“四强”党支部、“最强党支部”建设，

贯彻落实好上级有关部署；党务干部要走在前、
作表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升
党务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

在庄严的党旗下，参加主题党日活动的党
员们，重温入党誓词，追寻入党初心、接受精神
洗礼。这次党日活动通过学、观、谈相结合的
形式做到“党员教育一起抓、组织活动一起
过”，在互学、互鉴、互动、互融、互促的不断实
践中，激发出党员的内生动力，确保组织活动
党味浓、形式活。

组织活动党味浓形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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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爽

“我们都卯足了劲儿拿最高报酬和奖
金哩！”提到旗里在嘎查村干部队伍建设方
面出台的一项项务实举措，赤峰市巴林左
旗林东西城街道西郊村书记岳振江信心满
满。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绩效工资从
3000元涨到了2万元，算上1.5倍的‘一肩
挑’工资，一年就能拿到 5万多，这还不算
集体经济按10%比例提取的奖金。”

“以前我们村干部活不少干，可工资
待遇低，退休没保障，不仅家人不认可，自
己也没信心。”一位老村干部道出了过去
的无奈。如今，为了最大限度激发嘎查村

“两委”队伍的工作热情，巴林左旗在多元
化培养选配、人本化激励关怀、专业化培训
提能等方面下工夫、出实招，让嘎查村干部
岗位一下成了“香饽饽”，一项项真心实意
的举措，解决嘎查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坚持实干实绩、多劳多得。根据工
作实绩，巴林左旗为嘎查村干部确定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 个考核档
次，拉开各档次之间差距，绩效报酬从
3000 元到 2 万元不等。对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成效明显的，年度最高可提取经
营性收入的 10%作为发展“红利”。离
任嘎查村“两委”正职除享受正常的离
任补贴外，对表现优异的，可参照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最低工资标准落实离任
补贴。对于因公负伤、致残、殉职导致
家庭困难的嘎查村干部，党费慰问、临
时救助或落实最低生活保障上给予政
策倾斜。

“嘎查村工作靠谁干？关键要抓住带
头人这个‘牛鼻子’，一支守信念、讲奉献、
有本领、重品行的基层干部队伍，对做好农
村工作至关重要。为吸引优秀人才到基层
施展才华、干事创业，我们拿出‘真金白银’
增加村干部岗位‘含金量’和吸引力，以实
绩论英雄。”旗委书记李浩楠说。

干得好，不仅收入跟着涨，每年常态化
选拔任用一批优秀嘎查村党组织书记进入
乡镇班子，旗委每2至 3年评选一次“十佳
优秀嘎查村党组织书记”，党组织书记在旗
乡两级评优秀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占比提高
到20%以上，都成为干部晋升晋级通道的
关键要素。为选好后备人才，各嘎查村因
地制宜配好选优，积极从农村致富能手、大
学生村官、退伍军人中发现农村优秀人才，
如今，已有48名本籍在外创业的致富带头
人、优秀人才回乡创业。

为形成“选人有渠道、贡献重奖励、干
好可晋升、多措强本领、不适要退出”的良
性循环，警示嘎查村干部自觉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巴林左旗明确不适任嘎查村
干部职务退出的4个方面16种情形，对26
名不胜任、不尽职的嘎查村干部进行调整，
并全部补齐配强。“嘎查村干部要遵守7类
35项小微权力清单及运行流程，守着位子
不干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报酬涨了，晋
升渠道畅通了，再干不好就愧对组织！”林
东镇党委副书记郭建慧说。

增加岗位“含金量”
干事创业有劲头

□新华社记者 王靖

大漠戈壁、草原深处、边境牧区，
因位置偏僻、远离市场等多种因素，这
里的贫困牧民成为内蒙古脱贫攻坚战
场上最难啃的“硬骨头”。近年来，内
蒙古各级党组织牢记党中央“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的嘱托，精心选拔出
5891名党员中心户，通过结对帮扶、壮
大产业、“志”“智”双扶，带动贫困群众
拔穷根，让党旗高高飘扬在脱贫攻坚
主战场。牛羊满圈、衣食不愁、精神抖
擞，如今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贫困牧民
接连甩掉穷帽，脱胎换骨迎来新生活。

结成“红色对子”：为贫困户
操心大小事

七月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鲜花馥
郁，异草芬芳。草原深处，头戴鸭舌帽
的牧民照日格巴特和戴着珊瑚耳环的
妻子乌尼图雅，抱着饲草料有说有笑
地喂牛。看着十多头膘肥身健的牛儿
抢食吃，两人满心欢喜。

照日格巴特夫妻曾是苏尼特左旗
出了名的贫困户：外债高达50万元，
牛羊被人拉光抵债，不敢回家四处躲
债，妻子连一件漂亮的裙子也穿不
起。如今日子能过好，要从党员中心
户格希格都仁的帮助说起。

2015年，格希格都仁主动将照日
格巴特家揽为自己的结对帮扶户，招
来他家所有的债主商议：不许恶意加
息，钱慢慢肯定还上。格希格都仁先

是包食宿，雇照日格巴特夫妻放牧，年
工资6万元。同时，他租赁照日格巴
特的草场，每年租金1.8万元。此外，
让照日格巴特的产业扶贫资金入股他
的合作社，每年分红3000元，还为照
日格巴特家牛羊免费提供饲草料。

“所有的工资用来还债，5年间还
了 30多万外债，牛羊发展到百余头
只，我家成功脱了贫！”如今没人逼债，
照日格巴特家日子过得宽裕，也有闲
钱给妻子买金银首饰了。他感激地
说：“多亏格希格都仁多年来照顾我，
他就是我的‘道图努阿哈’（最亲的哥
哥）。”

格希格都仁和照日格巴特的故
事，是内蒙古党员中心户结对帮扶贫
困户的一个缩影。脱贫攻坚开展以
来，每名党员中心户根据实际情况联
系 15公里半径之内的 20至 30户左
右牧户，其中与1至10多户不等的贫
困户展开结对帮扶。目前，像格希格
都仁一样的五千余名党员中心户，覆
盖全区46个旗县、267个苏木乡镇，
成为内蒙古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强兵劲
旅。

党员中心户上联党支部、下联贫
困户，在结对帮扶中显现出独特优
势。得知结对户呼格吉勒图养羊意愿
强烈，阿巴嘎旗巴彦图苏木党员中心
户乌尼日其木格，号召党支部的党员
为他家捐羊20只，如今他家的羊发展
到200只，顺利脱贫。协调党支部为
结对户接电，为结对户读报纸讲政策，
乌尼日其木格关心贫困户的大事、小

事、琐碎事，协调党支部尽力解决。帮
助结对贫困户出点子、找路子，做到脱
贫攻坚有妙招，发展致富有路子，每一
户党员中心户成了结对户脱贫路上的

“引路人”。
内蒙古地广人稀，牧户相隔数公

里，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牧民，帮扶起
来成本高、难度大，选择离他们居住最
近的党员中心户开展结对帮扶，起到
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呼伦贝尔市陈巴
尔虎旗委组织部部长陈永庆说：“实际
上每户贫困户政府都已安排了一对一
帮扶干部，党员中心户之所以又与贫
困户展开结对帮扶，就是要给脱贫攻
坚势头再加一把劲，给贫困人口脱贫
再上一层保险！”

铺开“红色产业”：大家富了
才是真的富

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深处，
几十顶大大小小的白色蒙古包在碧草
连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铺展开来。
这里是金骄蒙元文化公司，呼伦贝尔
市旅游景区 70%的传统蒙古包全部
由这里设计制作。而这家公司的老板
布仁巴雅尔正是一名党员中心户，通
过产业带动牧民增收。

认真剪裁完毡子，然后一针一线
为其锁好边，今年51岁的特格实外形
像个“大老粗”，可低头做起手艺活慢
条斯理、精细有加。2018年，布仁巴
雅尔手把手教会了贫困户特格实剪裁
蒙古包毡子，并招收他为公司长期工，
每月工资3000元，每年还能获得公司

2087元的扶贫资金入股分红，特格实
家当年就脱了贫。在公司，像特格实
一样脱贫的牧户还有5户，而普通牧
户在此务工增收的还有70多人。

内蒙古各级党组织大力扶持党员
中心户创办各类牧业协会、合作社、企
业，为其发挥带头发展、带领致富作用
创造有利条件。目前，偏远牧区按照

“党员中心户+协会\合作社\企业+贫
困户”的模式，把分散经营的贫困牧户
组织起来，发展起畜牧养殖、奶食品制
作、草原文化旅游等产业，带动贫困人
口增收。贫困人口通过务工、入股分
红等方式，紧紧联结在“红色产业”中
实现稳定增收。在呼伦贝尔市，目前
党员中心户创办的合作社、家庭牧场、
产业基地147个，辐射带动801户贫
困户增收。

如何调动党员中心户发展产业、
带动贫困户增收的积极性？除了情
怀，各级党组织还真金白银实打实地
推动。每个牧业旗县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作为贴息资金，为带贫作用明显的
党员中心户提供贴息贷款。拿锡林郭
勒盟来说，目前累计提供贴息资金
382 万元，为党员中心户提供贷款
6555万元。此外，陈巴尔虎旗等旗县
还为党员中心户建设活动阵地，给予
中心户每年不低于2500元的补贴，既
推动扶贫产业做大做强，又鼓励党员
中心户加大带贫力度。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
是富。”阿都勒曹是阿拉善右旗阿拉腾
敖包镇的一名党员中心户，通过发展

驼奶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牧户增收。
阿拉善右旗委组织部为其协调70万
元“党建信用贷”，她的合作社越做越
大，目前带动 65户牧民发展驼奶产
业。她还为5户贫困户托养了10峰
骆驼，每年按挤奶量为贫困户分红达
到2000元。

传承“红色血脉”：扶志授智
脱贫奔小康

每天清晨 6点和傍晚 7点，陈巴
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的贫困户特木其
乐图都会骑着摩托，载着鲜牛奶，来到
布日其其格的百合利奶制品公司送
奶。一天送奶 88 斤，每斤牛奶 2元
钱，他一天收入 176 元，每月收入
5000 余元，这样的送奶已持续了 3
年，如今他家成功脱贫。有技术、有志
气，过去大家眼里那个特木其乐图就
像换了一个人。

特木其乐图的“逆袭”，要从党员
中心户布日其其格说起。2014年，看
到自己“半径”内的特木其乐图对生活
失去信心、整日烂醉如泥，布日其其格
决心帮一把。她找到特木其乐图，给
他买了新衣裳，并出面当他的担保人，
从银行借款1万元买了1头奶牛，让
他每天给自己的公司送奶。其后，她
再次作担保，特木其乐图得以借款将
奶牛发展到8头。她手把手教特木其
乐图养奶牛、挤牛奶，还经常叮嘱特木
其乐图，不准他喝酒。从不服管束、爱
顶嘴，到现在的服帖感恩、有干劲，特
木其乐图实现了由里而外的转变。

像布日其其格一样，全区的党员
中心户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贫
困人口宣讲扶贫政策、教授实用技术、
建立脱贫信心，通过扶“智”扶“志”，使
贫困人口从被动式脱贫转变为主动脱
贫。包头市达茂旗的党员中心户，每
月组织贫困户面对面开展一次座谈，
将实用知识与技能“现身说法”教给结
对贫困户，同时鼓励他们敢闯敢干、自
力更生。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为每一
户党员中心户建设活动阵地，通过“蒙
古包课堂”“八送下乡”活动等形式，党
员中心户开展宣讲教育164余场。

建强中心户，就会带富一方人。
经过多年发展，内蒙古5891名党员中
心户汇聚起党建强大合力，共形成“党
员中心户+协会\合作社\企业”520个，
联系党员 3.5万人，链接农牧民群众
30.8万人，也织密了扶贫保障网，提升
了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新巴尔虎右旗
贝尔嘎查党支部书记满达说：“这些党
员中心户不仅帮助贫困户脱了贫，而
且现在牧民群众对党支部更加信任
了，我们开展工作更方便、更顺手了。”

一名党员一盏灯，一名党员一面
旗，“党员红”是内蒙古脱贫攻坚的一抹

“最亮底色”。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杨伟东说：“今天，党员中心
户是脱贫攻坚的‘扛旗者’；明天，党员
中心户又将是乡村振兴的‘引路人’。
越是农牧民需要的地方，就越是基层党
建工作使劲的地方。我们要把党员中
心户抓得更好更实，让党员中心户带
领群众过上愈加红火的好日子！”

建强中心户 带富一方人
——内蒙古5000余名党员中心户扎根牧区决战脱贫

“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地形难为将”。党员
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领头雁，是带领人民
群众发展致富的引路人。必须深入基层，融入群
众，了解群众需求，知晓群众困难，把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好，将党的政策落实好，
才能不负党恩、不负民愿，成为一名合格的党
员干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样样都关乎群众生活。党员干部一定
要“沉下去”，深入基层一线，走到群众中，发现群
众生产生活面临的问题，了解问题的根本原因，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用真心、动真情，当好人
民群众的知心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使
命和担当。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群
众切实感受到党员干部带来的温暖和关爱。

“沉下去”就应该补齐短板，要有攻坚克难的
真本领。对一些党员干部而言，到基层后如何

“沉”、怎么干，是一项很大的挑战。面对未曾遇
到过的具体问题和纷繁复杂的新情况，需要党员
干部们在服从基层组织安排的前提下，充分发挥
好主观能动性，不断补齐自身基层工作能力有限
的短板。如果只是等着“被安排”，恐怕很难“沉”
出实效，更难有所历练和成长。因此，要主动了
解并参与社区、嘎查村工作，重点对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等群体提供更加精准、更加个性化的服
务，搭起社区与居民、政府与群众之间同舟共济
的桥梁。

“沉下去”就应该带动示范，要有扎实的好作
风。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摆正自己
的位置。“沉下去”是为了把好的工作作风和好的
工作方法带到基层，更是为了帮助基层解决实际
困难。要杜绝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更多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基层具体实事，切实发挥好党
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扎扎实实把关
乎民生的事办好，当好凝聚合力的主心骨和人民
群众的贴心人。

党员干部要克服“身入心不入”，带着一颗真
心、一份真情、一些问题，真正深入基层，和基层
干部交朋友，视群众为亲人，摸透基层情况、了解
群众需求，和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
体。要虚心学习，善于请教，把学到的知识和经
验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运用，更好地服务群众，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沉下去”方能见实效
◎郝佳丽

近 日 ，通 辽
市开鲁县公安局
组织全体党员及
入党积极分子赴
麦新红色教育基
地 参 观 学 习 ，参
观 红 色 文 化 长
廊 ，瞻 仰 麦 新 故
居 ，并 向 麦 新 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
圈。图为党员们
重温入党誓词 。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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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实 现 基 层 党 组
织优势互补，包头边境
管理支队与 16 个驻地
嘎查党支部、44 名党员
牧民开展“理论同学、
组织共建、品牌同筑、
服务同行、成果共享”
的“同创共建”活动，推
动党的建设与边境管
理深度融合。图为民
警为 44 户“同创共建”
党员牧户挂牌。

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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