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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群众路线 改工作作风

坚持“三评”三十年 中原小村现巨变
——河南省竹林镇坚持践行群众路线促双文明建设纪实

河南省巩义市的竹林
镇，是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无数个由贫困走
向小康的村镇中的一
个。30年来，在经济
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
同时，竹林人还高度
重视环境和资源保
护，成为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并曾荣
获联合国改善人居环
境最佳范例奖。
竹林镇的巨变，离不
开对群众路线的 30
年坚守。竹林人独创
的“群众评党员、党员
评支部、支部评党委”
的“三评”活动，使其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坚持践行群众路线
的发展之路。

1982 年以前，竹林一度出
现班子瘫、人心散、社会乱的现
象。看到村里一些能人去致
富，一些村干部也打起小算盘，
有3个支委只顾自己办企业，8
个生产队长也只顾发展个体经
济，党员会、支部会开不起来。

时任村支书赵明恩召集
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讨
论竹林的出路。会议上，大家争
论很激烈，原打算只开三天的会
开了七天七夜。集中群众提出
的72条意见和建议，会议最后
形成三项决议：只顾个人富，不

能当干部；党员干部要集中精力
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走共同
富裕道路；党支部要一手抓经济
建设，一手抓思想道德建设。这
就是“三评”的开端。“后来，镇党
委又把这种评议活动进一步完
善，形成现在的‘三评’制度。”想
起当年开会的场景，现年80多
岁的李虎山仍然记忆犹新。

“三评”内容涉及范围很
广。从关系竹林发展的重大决
策，到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
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从解决涉
及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到

分给群众的粮食、物品的数量、
质量等。在评议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的同时，也提出群众的要
求和建议。“三评”是竹林镇党
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倾听群
众意见建议的有效途径。多年
来，上万条意见建议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每次评议，党员都要先述
职。你得干出来实事儿，让大
家看在眼里。”竹林镇西街居委
会第 4 居民组老党员刘茂竹
说。在竹林，党员干部工作合
格不合格，完全由群众说了算。

竹林在 30 年的“三评”活
动中，根据群众意见，出台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全力支持企业
的发展，努力把现有企业做大
做强。目前，竹林拥有82家企
业，产品横跨10多个行业、出口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竹林太龙
药业公司还成为河南省医药行
业首家上市企业。到2013年，
竹林镇完成社会总产值 50 亿
元，比 1983 年增长 2500 倍；财
政收入6900万元，比1983年增
长上千倍；人均收入由1983年

的87元跃升到26000元。
竹林水源奇缺，“水贵如

油”是老竹林人一直挂在口边
的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每年“三评”，群众都强烈要求解
决水的问题，村里先是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建水窖蓄水，后又从几
十里外的矿区引水，但都无法满
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
2003 年镇里筹资上亿元，铺设
大型管道从32公里外引来黄河
水，彻底解决了竹林数百年一直
存在的吃水难问题。

1994 年竹林撤村建镇，竹
林周边的8个村被划给竹林镇
管辖。一些居住条件差的新
竹林人，在“三评”中提出要像
老 竹 林 人 一 样 改 善 居 住 环
境。根据群众提议，镇党委、
镇政府筹划建成了新坛花苑
小区，共解决了 240 多户困难
群众的住房问题。对一些特
困户，镇里免费给房，免费装
修 ，连 家 具 、电 器 都 免 费 配
齐。目前，全镇已建成居民楼
近百幢，入住率达到84%。

“三评”评出的文明之路
竹林人重教育，七天七夜会议后

第一件事就是集资建学校。30 年
来，竹林先后兴建了小学、中学、幼儿
园，并免除学生一切费用，适龄儿童
入学率达到100%。

竹林人重承诺。30 年来，群众
“三评”提出的意见建议，镇党委、政
府一定会在意见提出一周之内给
予答复，承诺给群众的事一定坚持
做到。

“‘三评’是规范党员，咱还有一
个评‘十好’，评这十个好是面向社
会，每年要选出几个典型大力宣传，
表扬一个要激励一方；‘三评’是一种
监督机制，用来接受群众监督，规范
党员行为，评‘十好’是一种激励机
制。”竹林镇党政办主任、党委委员郭
明省说。

竹林的“三评”、“十好”和“孝老
敬亲”活动扎根于群众中间，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之风吹进每个家庭和每
个社会成员的心里。30 年来，竹林
全镇无封建迷信，无重大刑事案件，
无黄赌毒……保持了良好的社会风
气，成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三次蝉联全国文明村镇。以“爱
竹林、比贡献，谋发展、永创业，讲文
明、共富裕”为主要内容的“竹林精
神”得以全面弘扬，凝聚起干部群众
共谋发展的向心力。 新华社发

“三评”评出的富强之路

强震无情人有情 昆仑山下有大爱
——新疆于田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综述

2月12日，新疆于田县发生7.3级地震，举国关注。地震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目前灾区应急救援工作已经结束，没有
人员在地震中伤亡，灾后重建也将在开春后全面展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新疆于田县7.3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习近平指出：
“于田强震发生后，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和有关方面支援帮助下，救灾工作有序开展。此次地震造成损失虽不太大，但
由于震区属高海拔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各类基础设施薄弱，农牧民住房、吃水、冬季取暖等生活方面困难不小，抗灾
救灾和恢复重建会有一定难度。这里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加快这一地区的重建和发展对于改善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
件、提高少数民族同胞生活水平意义重大。对此，中央和自治区要高度重视，着眼当前和长远，科学制定恢复重建和发展
规划，切实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建设步伐，确使这一地区各族同胞特别是受灾群众能够看到变化，感受到温暖。”

2 月 12 日 17 时 19 分，和
田地区于田县发生 7.3 级 地
震。地震涉及新疆于田县、
民丰县、策勒县、洛浦县、和
田县、和田市、墨玉县等 6 县
1 市的 44 个乡镇（街办）和
牧 场 ，受 灾 群 众 达 45 万 余
人，造成大量老旧房屋和畜
圈倒塌。

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领
导人第一时间对救灾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当地和有关

部门抓紧核实灾情，搞好应急
救援，加强震情监测，最大限
度保障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地震发生 20 分钟后，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
党委书记张春贤即对救灾工
作作出安排，随即主持召开
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紧急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立刻行
动起来开展救援工作，做好
灾区群众生活安置，确保灾

区群众有衣穿、有饭吃、有医
看、有住处。

灾情发生后，新疆民政厅
于 12 日 18 时启动三级救灾
应急响应，第一批及第二批
救灾工作队连夜赶赴距震中
直线距离约 50 公里的阿羌
乡，入户查看灾情，转移安置
受灾群众。

当天 20 时许，民航总局
紧急协调包机飞往灾区，自治
区政府委派自治区副主席田

文率领地震、民政、卫生、住
建、通信、民航、电力等相关部
门人员赶赴灾区。前方工作
组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救援人
员与当地干部混编成三组，13
日清晨分别赴于田县、民丰
县、策勒县地震灾区核查灾
情，慰问灾区群众。

武警总部在地震后立即
下达救灾命令，调派武警新疆
总队官兵积极协助地方开展
抗震救灾工作。

“这次强震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安居富民工程立了大
功。”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的
自治区副主席田文说，今年自
治区将为灾区提供更多富民
安居房建设资金和政策支持，

特别要向地震带所在的山区
农牧民倾斜。

记者从新疆地震局了解
到，截至 2 月 20 日，于田先后
发生了 4200 多次余震。尽管
遭遇 7.3 级强震，于田县周边

地区至今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参与抗灾抢险和现场勘

察的新疆地震局副局长宋和平
说，震区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一
是震中位于4600米的高海拔地
区，人迹罕至，震中50公里范围

内无村落；二是安居富民工程
大大提高了新疆广大农牧区房
屋的抗震性能；三是强震影响
区域虽然广泛，但当地居民点
人口相对稀疏；四是当地以农
牧业为主，几乎没有工业设施。

爱心汇聚昆仑山下
团结一心抵御灾害

灾情发生后，于田县400余名干
部立即投入救灾工作，加上各方驰
援人员，有 2000 多人在震区抗震救
灾、服务群众。

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阿羌乡
党委书记冉崇高就紧急动员，将乡
村干部和基层党员分派到10个行政
村，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工作，并对灾
区情况进行摸底，核查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情况。

排除险情，安置灾民，发放物
资，基层干部连日来坚守在抗震救
灾的第一线。地震发生以来，于田
县老城区街道办事处吾斯塘贝希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托乎提汗·买吐热
依木就一直忙于照顾住在帐篷里的
老弱病残人员，她亲自给他们送
饭。为了防止居民取暖煤气中毒，
她坚持每天晚上到各个帐篷查看取
暖情况。

于田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记者从和田地委了解到，截至
19 日下午，和田地区已经收到社会
各界捐款317万元，一些爱心团体还
派工作人员深入震中，把温暖直接
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灾区干部群众表示，一定会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力投入
到抗震救灾中，搞好恢复重建工作，
加快地区发展，让党中央放心，让全
国人民放心！据新华社

灾情就是命令 各方紧急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