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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开门搞
整顿”的要求，自觉接受广大群众
对教育整顿工作的监督，6月 25
日，新郑市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新郑市委
政法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
安局、市司法局负责人分别向社
会公开顽瘴痼疾整治成果及教育
整顿的其他成果。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政
法系统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
紧扣“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
马、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
神”四项任务和“学习教育、查纠
整改、总结提升”3个环节的目标
要求，坚持统筹协调推进，全面完
成教育整顿“规定动作”和各项目
标任务，特别是围绕制约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影响政法队伍建

设，群众反映强烈的“六大顽瘴痼
疾”，各单位多措并举、全力整治，
取得了明显成效。

新郑市委政法委通过谈心谈
话、自查填报、民主生活会、组织
生活会等多种形式进行顽瘴痼疾
大排查，共排查出顽瘴痼疾问题
5类 66个方面 249个。结合查摆
出的顽瘴痼疾，深入分析研究，找
准“病根”，弄清“病因”，制订方
案，挂图作战，限时整治，做到整
治一个销号一个，截至目前，所有
顽瘴痼疾全部整治到位。政法委
统筹“当下治”与“长久立”，坚持运
用制度思维推动顽瘴痼疾根本性
解决，完善了《市委政法委案件协
调和督办工作实施办法》等4项制
度机制，制定了《新郑市委政法委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0
条措施》等16项制度机制。

新郑市人民法院紧盯落实防

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存在的突
出问题，强化内外监督，将“三个
规定”纳入法院干警入职、任命、
提拔等环节。强化记录报告，做
到全院干警逢问必报、建立台账、
定期通报，有效减少干预过问案
件、违规会见等现象。强化督促
问责，先后开展2轮348人次个人
事项自查填报，通过个人自查事
项填报、组织核查认定等方式，核
实认定56名干警存在顽瘴痼疾并
做出处理，对查摆出的107个顽瘴
痼疾问题已逐一评估处理，截至
目前，查摆问题已全部处理到位。

新郑市人民检察院对内成立
6个工作专班，制订6个工作子方
案；对外坚持开门纳谏，征求意见
建议。落实“自查从宽、被查从
严”政策，对 17名主动说明问题
的干警作出从宽处理决定。针对
存在的顽瘴痼疾问题，建立《关于

更新转变检察监督理念专题学习
机制》等 3项工作机制。开展专
项检查，加大应诉未诉、应撤未撤
等案件的监督力度，同时对查实的
7名检察干警违规经商办企业等问
题给予警告处分。对排查出的顽
瘴痼疾实行“清单制+责任制”管
理，立行立改、逐一整改，检察机关
顽瘴痼疾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郑市公安局对在自查自纠、
组织查处、专项整治和成果检验4
个方面同步发力，成立“一办十二
专班”制定1个顽瘴痼疾专项整治
总方案和12个子方案全面组织开
展专项核查、案件倒查、集中评查
等“七查”工作，分门别类建台账，
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责任主体、
进度时限和工作措施，确保逐条逐
项整改到位。针对违法违纪线索，
严肃落实问责查处，精准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给予组织处理和

党纪政务处分15人。聚焦主责主
业，坚持将社会公众认可度、满意
度检验教育整顿成果的落脚点，共
为群众办实事 4164起，不断提升
群众满意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新郑市司法局把查纠整改作
为实现教育整顿目标的关键“枢
纽”，以“顽瘴痼疾”为抓手深挖“病
因”，以查收整改为手段查找“症
结”，以“五抓”（抓工作部署、抓力
量保障、抓走访座谈、抓突出问题
整改、抓成果转化）深入开展查纠
整改工作。共排查出各类顽瘴痼
疾问题 23个，排查认定违规违纪
43人，收集各类意见建议530条，
顽瘴痼疾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新郑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群众广泛参与，整治高
效推进，制度逐步完善，管理质效
进一步提升，为民办实事活动正
在深入推进。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7月5日，新郑市又一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轩辕夜游谷”项目
正式开工。

“轩辕夜游谷”旅居集群项目是
漫说文旅集团联合寒舍文旅集团共
同打造，总投资约 30亿元，占地 600
亩。项目处于黄帝千古情中心板块，
是围绕“黄帝文化 IP”实现以黄帝文
化演绎为核心，差异化提供高品质的
大型夜宿夜游项目。其项目包括黄
帝文化体验、黄帝文化夜游、轩辕文
创、自然研学教育、户外无动力亲子
乐园等全产业链文旅产品。

该项目北距黄帝千古情景区 3
公里，启动区计划于2022年5月开放
运营，每年能为300万游客提供高品
质的住宿、餐饮、旅居、康养等服务，
联动黄帝千古情景区能够形成两日
游甚至多日游，大大延长游客停留时
间，增加夜间文旅消费支出。

据悉，该项目建成开放后，除可填
补郑州都市区精品夜间旅游项目空白
外，还将多维赋能郑州南部区域发展，
形成郑州又一文旅产业发展高地。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朱得元 文/图

本报讯 7月 5日，新郑市
实施“万人助万企”活动，在活
动启动会上对全市“万人助万
企”工作进行通报安排。

此次“万人助万企”活动
旨在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推动转变政府职能，优
化营商环境，完善企业服务长
效机制，构建有利于企业发展
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公共
服务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和结果导向，聚焦企业发展重
点难点堵点痛点问题，践行
“用脚步丈量工作法”，组织机
关事业单位干部走进企业，为

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内生动
力和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那么“万人助万企”活动
究竟如何展开？

围绕经济运行质量更加
稳健；营商环境水平持续提
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项目保障能力逐步增强；科技
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工作目
标。建立三类数据库、企业数
据库、问题数据库、干部数据
库。设置 3个项目库，围绕签
约、开工、竣工三种类型，根据
项目引领带动作用，从省、市

重点项目中，择优梳理，分门
别类形成项目库。开展惠企
政策送到位、企业创新引导到
位、企业问题收集到位、问题
跟踪解决到位、调研走访服务
到位。建立领导包联机制、组
建服务工作专班机制、定期协
调通报机制、建立督促督办机
制、建立考评奖惩机制。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高度
重视，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
思想，带头为企业办实事办好
事。细化工作方案，明确工作
任务，提高工作标准，抓好抓
实“万人助万企”活动。
记者 杨宜锦

万人助万企
新郑进一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本报讯“本来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没想到真的办成
了，实在太感谢你们了！”近
日，在新郑市政务服务中心办
事大厅内，家住安阳市的朱女
士满脸笑容，手捧锦旗激动地
对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
书记、局长马纯杰说。

购买某楼盘的商品房，首
付款早已支付，却因地产开发公
司未办理预售证而停工许久，这
成为朱女士心里的一块大石
头。得知新郑市政务服务中心
开设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
门受理、解决“棘手难题”，抱着
“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在6
月27日上午9时来到办事大厅，
将自己的遭遇向“办不成事”反
映窗口进行了反映。

当天窗口带班领导马纯杰
接待并详细了解情况，随即安排
查询房产档案信息，在确定该商

品房确未办理预售许可证后，
立即咨询律师，当即组织召开
房地产监察大队专题协调会，
按法律程序研究解决。“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的工作人员对该
问题持续跟进督办及回访，6月
29日11时，朱女士向窗口工作
人员反馈，已收到首付款全额
退款，并对处理结果十分满意，
对“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服务
态度和服务效率连连称赞。

据介绍，今年5月底，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新郑市政
务服务中心在西服务台设立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窗口摆
放着醒目的蓝色指示牌和服
务热线电话。“办不成事”反映
窗口采取“受理—告知—协调
—督办—跟进—回访”闭环工
作机制。在无差别受理群众
诉求后，对于一般简单事项问
题，“能办即办”；对于因政策

或法律、机制等原因一时“办
不了”的问题，向当事人详细
说明情况、讲明政策、消除疑
惑；对于“很难办”的复杂问
题，积极协调，承诺1~3个工作
日回复，保证疑问必答，难题
必解。自开设这个窗口以来，
共处理了 5起疑难问题，大大
提高了政务服务的质量，也提
升了在群众心里的满意度。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专办政务服务“疑难杂症”

新郑再添新旅居项目

轩辕夜游谷明年5月开放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召开

新郑市整治顽瘴痼疾取得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