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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穆文涛 赵予 文/图）你学习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教
育系列辅导读本》有什么体会？在第三
辑《警钟长鸣——全面从严治党常用党
规党纪文件选编》中你学到了哪些新规
定？通过学习对法法衔接、纪法贯通方
面有哪些新认识？近日，上街区纪委监
委系统比学习、谈业务、强素能、补短板
成为大家交流的热点话题，一套 7本口
袋书成为流动新课堂，学习成为新时尚。

为落实落细主题教育，推动学习往
深处走、往实里走，切实提升大家业务素
能，补齐短板，上街区纪委监委编印主题
教育系列辅导读本一套 7本，发放给全
区纪检监察干部，要求大家要有“干什么
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主动性，切实
补足短板、增强能力，成长为“政策通”
“多面手”“实干家”式的业务干部。系列
汇编内容全面、详实，讲解深入浅出，且

册子便于携带，一经发放便成为广大纪
检监察干部的“充电桩”，帮助每名党员
干部日常充电蓄能。

系列汇编包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讲话及论述
摘编，优秀党员干部和先进典型人物事
迹，全面从严治党常用党规党纪文件选
编，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警示教育案例选
编，省情、市情、区情形势政策教育资料
选编，党史、新中国史和党的建设应知应
会常识等内容，既有理论的深入剖析解
读，又有纪检监察工作程序要求分析、常
见违纪违法行为定性等实务内容的讲
解，既注重理论延伸学习又注重业务实
际训练，既有理论剖析又有案例释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时
代，要将打铁的人锻造成铁打的人，作为
纪检监察干部要不断学习，不断充实知
识储备，更新相关业务知识，胸有成竹，
开展工作才更有底气，面对问题才不至

于陷入本领恐慌。”上街区纪委监委纪检
监察干部王连文坦言，“学习系列汇编，
获得感满满。”

据悉，上街区纪委监委着力打造学
习型党组织，每周四召开“业务大讲台”
对纪检监察干部实施“精准”培训，“菜单

式”授课，定期组织“知识测验”，以考促
学补短板，确保每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思
想坚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力求把学
习成果尽快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动力，营
造学的氛围、干的氛围，以综合素质的提
高助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走进后河村，离红薯地不远处的
两个蔬菜大棚里，绿油油的芹菜长势
正好。“春节前就可以卖了，一个棚可
以实现经济效益 9000元，既能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又解决了部分脱贫户
的务工问题，让大家实现家门口就
业。”李刚说。

而村委的培训室内，村里请来的
专家正在进行“就业脱贫保健按摩师
培训”。“已经培训六七天了，我每天
都来，学一些按摩知识，自己和家人
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他们年
轻人也来，通过培训学门技术，找个
活儿干。”村民耿怀云说。

像这样，到处充满希望和活力的

场景，在几年前的后河村是难以想
象的。当时的后河村村两委班子
软弱涣散，开会召集不到人，工作
难推进，村里的各项事务都处于停
滞状态。

变化从 2015年市市场发展中心
派驻工作队定点帮扶后河村开始。

“后河村地处丘陵地带，沟壑不
平，村子现代产业薄弱，种地靠天收，
村里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李刚
介绍。

驻村工作队进驻以后，便根据后
河村实际，把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
经济作为帮扶重点，先后引导村民种
桑养蚕，流转几百亩土地发展林果

业，流转 60余亩地种红薯，还建了大
棚种植蔬菜，通过稳步发展集体产
业，来增加村民收入。

在“输血”的刺激下，后河村的
“造血”功能逐步开启，村里成立 5个
农业合作社，带动了70个贫困户。村
民陈卞琴说：“以前跟着别人玩，现在
有空就去合作社干活，一天能赚七八
十块钱，家里也脱贫了。”

曾经的贫困户罗伟如今成了
村里有名的种植大户，今年端午
节，他种植的土豆刚成熟，驻村工
作队便帮忙联系了郑州农贸市场
的商户到村里收购，35 亩土豆全
部卖完。

比学习 谈业务 强素能 补短板

口袋书成为流动课堂学习新时尚

从“输血”到“造血”后河村踏上“追梦路”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虽已是深秋时节，登封市石
道乡后河村却到处是一片生机
盎然。村里的60余亩红薯，已
开始陆续收获，市市场发展中心
驻村第一书记李刚正和村“两委”
干部们核算着，如何帮大家卖个
好价钱。而这一可喜的变化要从
2015年市市场发展中心派驻工
作队定点帮扶后河村说起。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通讯员 宋跃伟 文/图

积分奖励
换来村民村风大改变

说起驻村工作队，罗伟说：“我种植经济
作物，工作队不仅找人进行技术辅导，还帮助
销售，解决了我缺技术、少销路的难题，现在，
妻子病好了，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一家人的
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后河村村委大院里有一个爱心超市，超
市里的商品是由市市场发展中心捐赠的。和
别的超市不同，这里的商品不用花钱，而是要
用积分兑换。

“评为好媳妇、好婆婆奖励10分，家庭卫
生达标奖励 5分，参加村集体公益劳动一天
奖励6分……”只要村民在精神文明建设、庭
院卫生、脱贫干劲等方面表现突出，就可获得
相应积分。

积分奖励，换来了村民村风大改变。“以
前家里都懒得收拾，现在没事打扫得干干净
净，生活环境好了，自己心里可舒服。”村民郝
克斌说。

只要不刮风下雨，每天晚上都会有村民
聚在村委的院子里跳广场舞。“跳舞不仅能赢
积分，还能锻炼身体，大家积极性都可高。”村
民们对这样的休闲方式很满意。

村里还开办了农民夜校，每月至少两次，给
村民讲党的政策、医疗知识、种植养殖技术等。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
如今的后河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风民风
明显好转，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已开始
谋划乡村振兴的新一轮规划。

“美丽登封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启
动。前不久，我们专门组织村‘两委’班子、脱
贫户等到信阳大湾村学习美丽乡村建设，希
望借助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让良好
的生态环境发展成为‘美丽经济’，帮助村民创
业、就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李刚说，后河村的村民们都铆足了劲儿，
大步奔跑在乡村振兴的追梦路上。

先“输血”后“造血”，开启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