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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昊）经市委同
意，9 月 18 日，五届晋中市委第五
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
委常委、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那志茂出席并作动员部署讲
话，市委常委、市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冯晓雷主持会议。会
议宣读了《五届晋中市委第五轮
巡察工作方案》和《关于五届晋中
市委第五轮巡察组长授权和任务
分工的决定》。

会议强调，做好本轮巡察工
作，要准确把握市委关于第二批
主题教育和加快转型发展的部署
要求，充分发挥好巡察“利剑”作

用；准确把握被巡察党组织的性
质特点，紧扣“四个聚焦”深化监
督检查；准确把握自身建设的标
准要求，不断提升巡察工作的能
力水平，以高标准、高质量的巡察
工作成效，为我市在加快转型发
展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作出应有
贡献。

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政治
巡察定位，强化政治监督，坚持

“同题共答”，提升监督质效，严明
纪律作风，做到稳妥有序，向市委
交出一份合格的巡察答卷，确保
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那志茂冯晓雷出席五届晋中市委第五轮
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 （记者杨
星宇）为积极推动重大
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落
实落细，坚决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近
日，介休市绵山镇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
查整治2023行动，进一
步筑牢安全防线。

绵山镇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动
员部署会，成立专项行
动领导组 ，制定出台

《绵山镇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
动实施方案》，全力推
动形成开展重大事故
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的
强大合力和攻坚态势，
积极推动安全治理模
式向事前预防转变。

排查整治行动中，
该镇围绕非煤矿山、危
化、交通运输等重点领
域，聚焦燃气、水电、消
防等重要设施，紧盯餐
饮、景区等人员密集场
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严厉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开
展安全生产隐患整改

落实“回头看”，为稳定安全生产形势保驾
护航。同时，广泛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
动和消防应急演练，增强群众安全意识，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有序应对突发事
件。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各类安全宣传
活动10余场，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
品 380余份，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3次，受益
人群达2000余人。

下一步，绵山镇将持续加大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
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保障全镇
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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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伟江）按照《山
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3 年水产养殖专项执法行动的通
知》和晋中市“渔政亮剑 2023”系列专
项执法行动部署要求，近日，市农业农
村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3 年
水产养殖专项执法行动，严肃查处水
产养殖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
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
责任，为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高质量
发展、全力做好水产品稳产保供提供
有力支撑。

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水产养殖用
药生产和经营企业，水产养殖相关饲
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和经营者，
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单位或个人，从
事水产苗种生产和经营的单位或个
人。重点检查水产养殖单位是否使

用禁用、停用的水产养殖用投入品，
是否建立真实完整的水产养殖用药
记录、养殖生产记录和销售记录，水
产苗种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
的除外）是否持有有效的水产苗种生
产许可证，在全民所有水域滩涂从事
水产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是否依
法取得养殖证。

各县（区、市）农业农村局突出重
点、执法下沉，深入养殖场、育苗场和
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经营门店开展执法
检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渔业渔政、
执法监督部门和相关单位，对各县
（区、市）执法检查行动进行抽查。同
时，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
一步增强养殖生产者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扩
大水产养殖专项执法的社会影响力。

我市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执法行动

本报讯 （记者张文彦）为依法
依规、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工作，连日来，榆次区路西街道柳
西社区依托“网格全覆盖、管理精细
化、服务全方位”治理模式，充分发
挥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优
势，积极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宣传工作。

宣传先行氛围浓。在社区、小
区、楼宇宣传栏张贴宣传海报，通过

网格微信群推送宣传视频，持续加大
宣传力度，让市民群众真正了解经济
普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考试培训强基础。组织普查员

参加街道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单位培训会，围绕依法普查、单位清查
流程、属地登记原则、填表说明、入户
调查技巧等具体内容进行系统学习，

帮助普查员提升入户清查工作效率。
“地毯式”清查全覆盖。普查员

逐户走访辖区内的法人单位、产业活
动单位、个体工商户，耐心地了解企

业信息，对商户的牌匾名称、营业执
照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从业人
员数等信息进行登记造册，确保调查
数据真实可信。对个别搬迁的单位
和个体户，通过电话询问调查的方
式，核实信息并登记。同时，认真解
答商户疑问，帮助商户更好地了解政
策、熟悉政策。

当前，柳西社区经济普查工作正
在有序开展。

榆次区路西街道柳西社区

发挥网格力量 助力经济普查

9月12日，在平遥县杜家庄乡回回堡村的红薯种植基地内，村民们忙着把从田地里挖出的新鲜红薯除泥、装箱。
近年来，平遥县依托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积极优化种植结构，做大红薯产业，从改造农田、培育良种、管护技术、贮
藏销售等方面，为农民提供一条龙服务和政策扶持，助农增收致富。 本报通讯员 梁生仁 摄

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
左权县麻田镇泽城村坐落于太

行山深处、清漳河东畔，山水秀丽、草
木葱茏，是“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山西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面
对脱贫户占全村人口总数 60%以上
的现状，泽城村“两委”扛起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的重任，仔细摸排、
严格落实，在巩固衔接“大底盘”上练
就“绣花”功夫，变“人找政策”为“政
策找人”。

望闻问切“查”——
先行部署促监测全面覆盖

近年来，泽城村建起了写生基
地、核桃加工厂等产业，大步行进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从外环路望去，
清漳河沿岸草木茂盛，葱郁的植物与
河中悠闲嬉戏的鸭子相映成趣，为这
片古村落带来了勃勃生机，早已看不
出当年“边”“远”“穷”的模样。

今年以来，泽城村以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工作为主线，构建由村

“两委”、包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大学
生村官组成的四级责任体系，整合各
方力量，明确分工、压实责任，每月开
展日常排查，每年开展集中排查，推
动解决防返贫排查等重难点问题，形
成了谋事“一盘棋”、成事“一条心”、
干事“一股劲”的工作格局。

“入户走访是基础也是重点，我
们会提前列好要点，带着访谈卡挨家
挨户走访，再把收集到的信息做成表
格，把重点对象单独列出来，效率很
高。”泽城村网格员刘林凤笑着说：

“乡镇分管领导来督导时，还给我们
的工作总结了一下，叫‘望闻问切’。”

所谓“望闻问切”，源自于全村干
部长期进行动态监测的实践与思
考。“望”即观生活环境，亲眼看看群
众的生活条件，重点关注“两不愁三
保障”及饮水安全情况；“闻”即听群
众反映，侧面寻找邻居、村干部等信
息来源，为每户精准画像；“问”即问
民情民意，通过面谈、微信、电话等方
式直接沟通，对全村 539户进行全面
排查；“切”即分析具体情况，发现和
排查高风险点，对每户针对性帮扶措
施及风险排查进行研究，确保动态监
测重点突出，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多措并举“办”——
落实政策促群众见效受益

从村口一路向西北，不多时便能
望见一栋颇具古韵的四层建筑——
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泽城片区写
生驿站。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师生来此写
生，写生驿站也成为了脱贫群众家门
口的就业增收“新引擎”。泽城片区

各类业态全面投运后，预计可直接带
动村民就业100余人。现阶段村民在
驿站就业 60人，包含前台接待、客房
保洁、财务管理、安保、餐厅后厨等职
位，均可享受失业、养老、工伤保险。

监测户郝改风也是其中一员。
去年，她作为脱贫户被安排在写生驿
站帮厨，每月工资2000元。丈夫李建
书检查出患上胃癌后，一家人的生活
压力陡增，经基层干部排查发现后将
其纳入监测户。“真是多亏了现在的
好政策！”李建书感慨地说：“手术康
复后，村‘两委’还为我安排了公益岗
位，家里又多了一份收入，缓解了我
们的生活压力。”

“村里老人多，患病是常事，我们
村今年新纳入的两户监测户都存在家
庭成员生病住院的情况。”泽城村大学
生村官李韶丰一来到村里，就立即登
录办公邮箱、信息系统等平台，查看待
办事项。“突发的大病医疗支出对许多
群众来说负担很重，所以每月县里下
发医保预警我都会格外留意。此外，
农户自主通过 App 申报的信息和舆
情信息也得注意随时查看。”

动态监测，动态帮扶。根据反馈
预警名单，李韶丰负责在左权县防返
贫监测预警和帮扶管理系统中查看
具体信息，并与泽城村“两委”针对性
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及时发现和排查

风险隐患。针对确需帮助的群众，泽
城村全面落实低收入人口救助政策，
按需纳入五保户、大病医保、慢病医
保等，对全村19户监测户分别采取针
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

真督实战“改”——
优化制度促工作亮点频出

“你看，他们给入户表按网格编
了号，看着很清晰，单户的卡找起来
也方便，可以学习一下。”麻田镇山庄
村大学生村官王旭峰拿起厚厚的一
本泽城村入户访谈卡合订本，与身旁
的村委会成员一同翻看。7月 24日，
麻田镇召开了国考省考问题整改“大
比武”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现场观摩推进会，泽城村
作为全镇有关工作标杆村，将所有印
证材料公开展示，引得其他村党支部
书记、工作队员扎堆翻看讨论。

在泽城村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室，
发明“编号法”的工作人员郝丽红正
在为入户访谈的事情做准备。“村干
部上午去洗衣房洗衣服，遇到几个脱
贫户，现场聊了两句，得知一些情况，
决定带上工作队员，下午专门入户。”
她将这几户农户的收入测算卡一一
打印出来，放在桌上备用。

郝丽红口中的洗衣房，是省委办
公厅驻泽城村工作队今年上半年创
办的乡村振兴服务站。队员们筹措
经费购置了洗衣机、洗衣粉等家电、
生活用品，供泽城村村民免费使用。
此举将便民服务点与入户察情相结
合，在干群交谈中发现问题、掌握情
况，实现了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
联动。

“我们在常态化入户走访的基础
上，总结出‘入户十问’走访提纲，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家庭情况、生产
经营、外出务工、教育医疗、抚养赡养
等方面掌握走访对象情况，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下户在即，驻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贾佳带上了多次推
敲才定版的入户走访表。

脱贫是攻坚战，稳脱贫则是持久
战。泽城村将持续织密防返贫动态
监测帮扶这张网，久久为功、一干到
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 左权县麻田镇泽城村织密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网

本报记者 张文彦 通讯员 芮钰雅 梁文琦

泽城村全景 本报记者 张浩亮 摄

（市委网信办提供市委网信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