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琛龙

群众事，无小事。乌审旗始终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和生产生活的事，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把深化主题教
育成果与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有机结合、同频共振，通过
进村入户开展“收入账”工作，算好家庭收入、民生投
入、集体经济“三本账”，弄清弄通农牧民群众收入、基
础设施建设和集体经济收入情况，常态化记录盘点，全
面摸清底数，让因村施策、因户施策更加精准，为进一
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提供
数据支撑。

“暖心账”写满民生温度

在乌审旗神水台村村民崔换艳家的院子里，刚在旗
里开完会的驻村干部萨日赖车还没停稳就喊道：“崔姨，
抓紧再准备20只鸡和100个鸡蛋，又联系到旗里一个买
家，我帮你送过去卖。”崔换艳放下手中的活说：“好嘞！
娃，你这是刚开完会吗？白衬衫不抗脏，这次就别进鸡
舍帮我抓鸡了，进屋喝口水吧！”萨书记却麻利地跑进鸡
舍，“没事儿，那我帮你捡捡鸡蛋也行啊。”在两人拉家常
般的你一言我一语中，鸡舍里多了两个忙碌的身影。

“姨，最近身体咋样？需要再带点药不？今年收成如
何？有啥困难和新想法……”面对驻村干部一连串的问
题，崔换艳边笑边说：“娃儿啊，你真是比我们家外地
上学的女子还贴心啊。身体还行，药吃得剩不多了，
今年也是好收成，仅你帮我们卖的就比之前一年卖得
都多……”货物装好后，萨书记一边说着村里即将建成
的神水台土鸡分割车间的情况，一边拿起本子详细记录
下这次的订单和崔换艳家的生产生活详情，临走时还不

忘说道“姨，过两天我过来时帮你把药带回来啊！”一本
书写在棚舍里的“暖心账”就这样展开着。

“政策账”破解产业难题

而在大石砭村村民王二平家的田地里，他正与驻村
第一书记谷青松谋划着今年种植事宜。王二平家的田
地较为偏远，导致电、水供应不足，满足不了生产生活需
求，每逢灌溉时期，总要错峰在夜里浇灌，而且不到一个
小时，井水就干了。面对这一问题，谷书记积极对接相
关部门，跑项目、找资金，帮助村里架起了26座新的变压
器、打了3眼新的水井，王二平从此不再为用水用电而发
愁，脸上洋溢着期待未来的笑容。王二平说：“谷书记，
今年我得扩大面积，多种点地，有一个好收成。”谷书记
在详细了解他家一年来变化的同时，对相关政策进行着
详细的解读。一本在田间地头的“政策账”就这样被记
录着。

“明白账”托起集体振兴

在呼吉尔特村羊肚菌种植大棚内，驻村干部王宏正
与种植技术专家和十几位村民聊得热火朝天，一起探讨
着今年的收益和下一步发展计划。几年前的呼吉尔特村
虽有合理的耕地与林地布局，却一直没有一个特色种植
产业来壮大集体经济。在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多方调
研协调下，村里率先聚焦羊肚菌这一“金疙瘩”发展特色种
植产业，持续科研攻关，成功培育出适配北方生长环境的
菌种，并建设种源基地，引入先进的培育设备，在降低种植
技术门槛的同时，成功注册“乌金菌业”商标，并带动周边
农牧民利用农闲大棚纷纷投身羊肚菌种植，“一地多收”从
愿景走进现实。每年可为村民创造500多万元的经济效

益，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也持续攀升，2024年纯收入更是
突破420万元。一本增收致富的“明白账”就这样被生动
描绘着。

“收入账”鼓起群众腰包

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强化基层党组织效能，让驻
村干部“担当作为年”开好头、起好势，乌审旗精心组织
基层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算好“收入账”，制定印发《全旗
基层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算好“收入账”活动工作方案》，
组织全旗 84名驻村干部和 594名嘎查村（社区）“两委”
干部，深入61个嘎查村、18个社区扎实开展进村（社区）
入户算好“收入账”工作。活动开展以来，累计走访农牧
户 2135 户（含 15 类重点人群 595 户），召开座谈会 197
次，帮助农牧民和城镇居民解决生产生活急难愁盼问题
152个，收集意见建议118条。同时，通过充分发挥包联
驻村优势，实施精准帮扶，2024年以来，通过地企合力、

“绿色乌审 驻村第一书记喊你来”直播带货、驻村干部
“后备箱经济”等方式，全旗完成消费帮扶金额达 3.1亿
元；全年累计协助嘎查村争取帮扶项目 62个，投入资金
2.0926亿元；61个嘎查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总额为
1.56亿元，村均256.53万元，经营收益6567.62万元，村均
107.7万元，持续领跑全市、挺进全区前列。

“收入账”算的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暖心账、政策
账、明白账，乌审旗的基层干部不惧风霜雨雪、不分白天
黑夜，全面深入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更好
地精准施策、因户施策，有效带动和增强了农牧民群众
发展产业的信心和决心，更坚定了深情感党恩、模范听
党话、坚定跟党走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用实际行动
和成效进一步拓宽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

乌审旗

进村入户算好“收入账”夯实群众幸福路

□葛亮亮

“检身若不及”出自《尚书·伊训》。商朝右相
伊尹告诫刚即位的帝太甲：“与人不求备，检身若
不及”。意思是对别人不能求全责备，反省自身要
唯恐达不到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语，
指出“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时
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求“年轻干部要有‘检身
若不及’的自觉，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对照党章党
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主
动查找、勇于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习近平总
书记这一重要要求，可谓意义深远。

为什么党员干部要涵养“检身若不及”的自
觉？一般而言，人的行为受制于两种力量，一种是
内心的自我约束，一种是法律、规则等的外在约
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自我约束往往比外在
约束更为长久和有效。《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一个人有了自省精神，才能
及时校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实践上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涵养“检身
若不及”的自觉，才能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
界、道德境界，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从
而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扎实展开。

中国古代历来注重克己修身、为政以德。古人
说，“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只有
自省，方能自知、自律、自强。唐太宗李世民说：“朕

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北
宋名臣范仲淹每晚睡前都要算一算自己所拿俸禄和一天所
做事情是否相称，若不相称，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
以称之者”。清朝廉吏于成龙在《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中提出
为官者“自省六戒”，使基层官员“朝夕观省，自为猛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
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
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回顾百余年党史，我们党之
所以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战胜各种困难挑战，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广大党员高度重视以自省自律来锤炼党性、提高
思想觉悟。毛泽东同志认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
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周恩来同志视

“吾日三省吾身”为“个人修养的最好规范”，并订立“我的修
养要则”自我鞭策；“长征四老”之一的谢觉哉，60岁还关起
门来反躬自省：“‘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么行年
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以前的缺点”“假如我以前
更努力些，特别是入党以后，我的成就也许要大些”……老
一辈革命家率先垂范，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同样离不
开中国共产党人的自省精神。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说：“每
天检查自己一天中干了什么事情，做的事情对人民有好处
没好处，我用这个方法来不断纠正自己的‘好逸恶劳’。”将
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的黄文秀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还不够
勇敢。”这些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的自省精神和党
性追求。

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只有涵养“检身若不及”的自觉，
才能不断增强在是非面前的辨别能力、诱惑面前的自控能
力、警示面前的醒悟能力，不断提高慎权、慎独、慎微、慎友
的自觉性。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始
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做到不越权、
不逾矩、不违规，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八
小时内外一个样。如果缺乏自省精神，就很容易在“小处不
察”中逐渐胆大妄为，甚至在“暮夜无知者”的侥幸中出卖原
则、踏上不归路。

当前，我们尤其需要“检身若不及”的自省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
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世界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党面临形势环境
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
史所罕见。涵养“检身若不及”的自觉是进行伟大斗争、应
对风险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每个党员都增强自省精
神、不断自我淬炼，我们才能“共同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
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才能在新的壮阔征程上，不断创
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异成绩。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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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点

公务员录用中报考者违规违纪如何处理？

来源：共产党员微信—北疆先锋

党纪学习教育进行时

□蒋鑫

近日，鄂托克旗乌兰镇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多
方社会资源，在康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成功举办了

“简镇强村”共建共享零距离服务日活动。活动通
过“固定服务+实地演练+流动服务”的多维模式，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基层治理与惠民服
务深度融合。

精准服务零距离，六大窗口解民
需。活动现场设置六大便民服
务窗口，聚焦民生热点。社
情民意收集窗口，倾听
群众呼声，累计收集
建议 30余条，建立
台账限时办结；
民生保障窗口，
为老年群体提
供社保认证“一
对一”指导，当
日完成认证服
务 58 人 次 ；安
全 生 产 宣 传 窗
口 ，通 过 案 例 讲
解、反诈手册发放，
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
识；诊疗按摩窗口，联合
医疗机构开展健康咨询，惠
及群众近百人；物业法规宣传窗

口，解读新修订条例，化解物业纠纷5起；义务理发窗
口，“银发护卫队”老党员志愿者为40余名老人提供
暖心服务，彰显先锋力量。

实战演练筑防线，安全基础更夯实。同步开展
的消防与应急演练成为活动亮点。

消防专家现场演示灭火器使用技巧，组织居民
参与模拟火场逃生；应急部门通过灾害情景再现，
教授心肺复苏、伤员转运等技能，80余名群众在互

动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流动服务显担当，文明新风润
心田。青年志愿者深入背街

小巷，清理卫生死角8处，
清运垃圾2吨，让“脏乱

差”变身“洁净美”。
鄂托克旗乌兰牧
骑同步开展“百团
千场”惠民演出，
精彩节目赢得阵
阵掌声，文化惠
民 与 文 明 实 践
同频共振。乌兰
镇以“简镇强村”

改 革 为 抓 手 ，将
“零距离服务日”打

造为基层治理的品牌
行动，既解决了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又凝聚了共建共
享的社区合力。

鄂旗乌兰镇

党建赋能“简镇强村”零距离服务绘就民生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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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轩

近年来，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创新思维，精准施
策，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以“党建引领统种共富”
为抓手，通过优化整合闲置土地资源，积极推动土地
资源转化为优质资本，实现“零散地块”向“连片大
田”的转变，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同时，探索出一
条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农牧民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
新路径，为新时代展旦召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土地整合：破解零散化难题，激活规模效益

展旦召苏木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红色引
擎”作用，全域推广“党建引领统种共富”，整合土地
10.85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 7.14万亩。以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为核心，通过“让群众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引导农牧民从“要我并”变为“我要并”，不仅把农牧
民从农田里解放出来，还有效破解了农村“有地无人
种、在家无力种、能者少地种”的难题。

“地还是那些地，就是经营方法不一样了！过去
土地零散，不利于规模化作业，将‘旮旯’地块整合
到一起，才能释放规模效应。”展旦召苏木黄木独村
支部书记郝云一语道破土地整合的重要性。“我们
村有不少巴掌地，地难种、收益低一直制约着农业生
产。以土地整合为突破口‘小田变大田’，根据生产
需求，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粮田变良田’，推进农
业机械化、推广农业新技术、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把
土地整合出去，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至少能算出三笔增收账，第一笔是土地整合，扩大
耕地规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第二笔是连片耕种，
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第三笔是解放劳动力，外出务
工收入提高。”

优化结构：从单一到多元，打造立体增收链

近年来，展旦召苏木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统
筹资源，围绕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布局，积极优化调整
种植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向“优质、高效、绿色”转型；

积极鼓励种植大户、合作社发展“短、平、快”经济作
物，依托地区资源优势适当增加辣椒等高附加值的经
济作物种植，进一步提升经济作物质量，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产业链延伸：从田间到餐桌，把收益留在乡村

为破解“原字号”产品附加值低的瓶颈，苏木党
委统筹资金和政策支持，健全完善集“产供销、贸工
农”于一体产业链，从社会化服务到品质化深加工，
进一步推动该苏木种植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加工集群崛起。高标准推进“黄河几字湾”品牌
农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园建设，建成海子湾村现代化
面粉加工厂、长胜村榨油车间等，逐步形成农畜产品
加工、仓储为主的特色产业集群，聚焦绿色食品及精
深加工产业链“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着力延伸产
业链条。

电商拓销路。苏木抢抓“互联网+”和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政策机遇，联合本土网红“小甜瓜”团队，搭
乘“云”快车，推动电子商务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以

“土”为根基、以“特”为导向、以“产”为引擎，在推动
乡村振兴方面谋实招、干实事，凭借“小屏幕”打开

“大市场”，助推优质本土农产品“走出去”。
冷链物流兜底。依托仓储物流园区，建设一处

总储存量约1.5万吨仓储冷链中心，有效提升蔬菜和
农产品贮存冷冻锁鲜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破解生
鲜产品“出村难”。

品牌强农：擦亮金字招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走绿色路，打优质牌。展旦召苏木将瞄准品牌
化战略，着力把区域优势、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质量
优势、人文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以“品质+文化”双
驱动，依托区域公用品牌“黄河几字湾”，将红色文
化、草原文化、民俗文化等融入品牌故事，让更多本
土绿色农畜产品在“黄河几字湾”的加持下走出田间
地头，走向广阔市场。

达旗展旦召苏木

党建引领统种共富让村民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