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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春 11 月 6 日电（记者宗巍、薛
钦峰）东北秋收已近尾声。走进一个个村屯，
农民院子里成堆的玉米，金黄一片，又到了储
粮卖粮的时节。
　　在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乡，东白鸰村种
粮大户赵洋今年迎来了丰收。近 200 亩土地
足足收获了 30 多万斤玉米。院子里，赵洋开
动传送带，一穗穗硕大的玉米棒子被送进高
高的储粮仓里。
　　在东北，农民的储粮仓俗称“玉米楼子”，
由钢管和铁丝网制成。今年，赵洋新建了 4
个“玉米楼子”，把收获的玉米全部装了进去。

“预计减少粮食损耗上万斤，相当于增产增收
了。”他说。
　　过去，东北地区很多村民没有科学储粮

习惯，直接将玉米放在地面上，俗称“地趴
粮”。简陋的储粮条件造成不少玉米因霉变等
原因而损耗。
　　近年来，吉林省开展“地趴粮”整治，各地
根据农民种植规模、储粮条件等分类施策，鼓
励农民安全储粮，储粮仓得到普遍应用。吉林
省已累计帮助农户建设科学储粮仓 40 多万
套，制作简易储粮设施 150 万套。很多农民
逐渐告别过去粮食收完即卖的习惯。
　　在公主岭市环岭街道土城子村志和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院里，刚刚收获的玉米堆积
如小山。玉米堆一侧，一排排“玉米楼子”如一
面高墙，里面装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子。
　　“今年收获 200 多万斤玉米，除年底前
卖一部分，其余全部装进楼子里，等价格高再

出手。”该合作社负责人刘志和说。
　　这几年，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通
过全程机械化耕作，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现
在，合作社经营着全村 70% 的土地，300
多户村民成为社员。
　　为了把更多的粮食储存好，合作社还建
起了粮库，每年可存储村里 600 万斤玉米。

“不仅粮食损耗减少，大家伙也不用急着卖
粮，等到明年价格更好。”刘志和说。
　　在吉林各地，像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这样进行粮食存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越来越多。粮食减损增效正成为农民增
产增收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些粮食贸易、加工企业也顺应农民卖
粮节奏变化，开展粮食收储业务转型。公主

岭市乐农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今年不仅收
储了农民销售的粮食，还为加工企业提供粮食
代储业务。该公司总经理高金刚说，农民的粮
食储存和议价能力更强，我们也积极从单纯做
粮食贸易向做粮食收储服务转型。
　　在吉林一些产粮大县，不少农民与粮食收
购企业合作开展“粮食银行”业务。“我们为农民
提供粮食存储服务，农民根据粮价随时与我们
交易，方便了卖粮也提高了企业收粮效率。”梨
树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负责人说。
　　去年以来，吉林省出台政策支持粮食产
后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吉林省已实现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在产粮大县全覆盖。未来两年，吉
林省还将加大资金投入，支持乡村安全储粮
和粮食产后服务设施建设。

玉米“入库”“上楼”，农民储粮不愁
黑 土 地 上 粮 食 收 储 新 气 象

　　新华社合肥 11 月
5 日电（记者姜刚、朱
青、黄博涵）4 日中午，
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
刘府镇苍张村，中国农
业银行凤阳县支行的党
员先锋队队员黄家荣和
两名同事在村里忙碌
着，为 11 名有贷款意
向的村民办理信息登
记，并发放农户金融服
务联系卡。这些村民很
快就将拿到惠农贷款。
　　“我们委托村干部
先摸底，征集农户的贷
款需求，再走村入户进
家门，挨家面谈梳理登
记贷款申请信息。”黄家
荣说，“咱们把惠农金融
政策给农户送上门，再
用惠农金融服务让‘想
干事’的农户‘能干事’。
这就是我们为乡村振兴
输送的金融‘活水’！”
　　苍张村党总支书记
张其林也为这些村民们
高兴：“我们对村民的信
用进行评价评级，全面
摸排，梳理出 20 多户

‘想干事’‘能干事’的农
户，包括种粮大户、养殖
户等。有了资金支持，他
们就能把事业做起来！”
　　在广袤的田野上，
在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断
升级支持下，村民们的

“小目标”不断实现，干
事业的信心也不断增
强。凤阳县小溪河镇小
岗村种粮大户程夕兵流
转了 690 亩土地，前不
久收完水稻，他又和女
婿一起开着新买的农
机，抢抓农时种上了冬
小麦。
　　“今年 7 月，我又
贷了 30 万元，资金没
了难题，种粮更有奔头
了。”程夕兵站在田埂上
望向远处轰鸣的大马力

农机，眼中满是希望。
　　“买农机、买农资、支付流转费用，需要用钱的
地方很多。农行的党员先锋队上门送服务、给资金，
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程夕兵说。
　　在安徽，像程夕兵一样，有许多农户受益于中国
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在全省 75 个县（区）支行组建
的近 1000 支流动党员先锋队。每支队伍由 3 名至
5 名来自不同岗位的员工组成。常态化进村、分包到
户“挂图作战”、统一形象、统一规划、统一服务流
程……流动党员先锋队近距离了解农户生产经营、
资金需求情况，把惠农政策和惠农服务送到千家万
户，有效解决了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打通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党员先锋队流动服务模式之外，还有直接进驻
村里的乡村振兴银行。2021 年 5 月，凤阳农村商业银
行小岗乡村振兴支行就开在了小岗村里，为农村金融
服务更好地“灌溉”乡村振兴开拓了一片“试验田”。
　　“为了推出更加符合乡村振兴主体需求的金融
产品，我们深入田间地头调研乡村振兴领域的各种
需求，根据客户群体和产业特点，为客户量身打造专
属信贷产品。”凤阳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唐秀成
介绍。
　　只有了解乡村振兴的所急所需，才能让金融服
务更加精准。
　　“围绕乡村振兴领域重点项目，推出‘乡村振兴
贷’；围绕乡村产销融合，推出‘订单贷’；围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推出‘富农贷’；结合小岗村旅游资源特
色，推出‘红色旅游贷’……”凤阳农村商业银行小岗
乡村振兴支行行长王帅感慨，金融服务的创新是应
需而生。截至今年 10 月末，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1.09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67 亿元。
　　记者在小岗村蹲点采访发现，在这些金融“活
水”输送下，小岗村的新民宿正如火如荼地建设，新
农机正在高标准农田中耕出沃土“波浪”，播下更多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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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邵鲁文）由于所承建
项目中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落实良好，山东
淄博市建筑施工企业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近日获得了当地人社部门给予的一
项“政策红利”——— 对其新开工的淄博市市级
人才公寓集中建设项目，工资保证金存储比
例减免 0.5%。
　　“这 0.5 个百分点虽然看上去不多，但实
际减免金额有 156 万元。”天齐置业淄博区域
管理中心财务经理刘超说，这笔费用不仅有效
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缓解资金压力，而且坚定
了企业继续保障好农民工工资权益的决心。
　　记者了解到，山东今年出台《山东省工程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

推行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方式，从源头上
约束和激励建设项目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建设项目连续 2 年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可以
降低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反之，工资保证金
存储比例相应提高。
　　动态调整工资保证金，是山东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的举措之一。“治理欠薪的重
心在于预防欠薪，关键是转变观念、关口前
移。”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梅建
华说，为强化日常监管，山东搭建了农民工工
资支付监管平台，目前累计纳入监管的工程
建设项目已达 23680 个，实名制农民工
488.65 万人，银行代发工资达 1612.96 亿元。
　　“我从今年 4 月份到项目上干钢筋工，

每月 15 号前后工资都会及时打到银行卡
上，这让我不再为工资发愁。”在山东泰山
普惠建工有限公司的一处施工项目务工的
聂圣强说。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庆厚告诉记者，农民工工资支付监
管平台的信息化监管，不仅让农民工叫好，
也让用工企业更省心。尤其是公司承建项
目每天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人数、进出时
间以及工作天数，在平台上都一目了然。
　　为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关口前移，
山东还全面推行街道（镇）农民工“工长”
制，各街镇明确 1 名分管负责人作为辖区
农民工“工长”，根据辖区在建工程项目数
量配备网格员，每名网格员负责 3 个至 5

个施工项目中拖欠工资问题的排查。
　　“每月 16 日至月底，‘工长’组织我们对工
程建设项目的工资发放、欠薪问题隐患等情况
进行排查登记，确保每月对辖区内项目排查一
遍。”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网格员周洪宝
说，每月底相关部门还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
总分析，并划分为欠薪隐患、即将欠薪、已经欠
薪三类实施分类监管，督促项目整改落实，及
时化解欠薪矛盾。
　　“根治农民工欠薪是一项民生工程、系统
工程。下一步，山东人社系统将继续扛牢根治
欠薪牵头职责，多方联动防欠薪，优化技术强
监管，多元化解治欠薪，坚决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梅建华说。

山东：强化源头治理 化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难题

  ▲这是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无人机照片，11 月 6 日摄）。
  商务部近日对外公布，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决定，在全国增设 29 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海南洋浦经济
开发区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进口示范区已达 43 个。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之一，也是海南对外开放的重要
窗口。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洋浦主要承担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的重任，为全岛自贸港建设积累实践经验。  新华社记者蒲晓旭摄

海 南 洋 浦 被 列 为 国 家 进 口 贸 易 促 进 创 新 示 范 区

　　今年 7 月，福建省连江县工信局原四级
调研员杨某在巡察“回头看”两个月后，因涉
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费等问题，被县纪
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该案
的查处，得益于连江县不断深化巡纪联动工
作机制。
　　连江县委巡察组今年 4 月对工信局党
组开展巡察“回头看”，巡察组进驻前，县纪委
监委就与县委巡察办对接，介绍工信局信访
举报、廉政风险点和日常监督情况，对被巡察
单位初步“画像”，列出个性化监督清单，明确
本次巡察重点关注人员、重点事项、重点领
域，助力巡察组有的放矢、直击目标。
　　巡察组进驻后，很快发现杨某违规违纪
线索。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启动巡纪
联动协调机制，县纪委监委定期召开线索分
析研判会，相关纪检监察室开展联动审查，将
日常监督掌握的情况与巡察情况相互印证，

形成监督合力，有效提高办案质效。
　　“巡察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融合，变

‘单打独斗’为‘联合作战’，有效避免了监督
检查重复、监督资源浪费、监督成果闲置等问
题。”连江县委巡察办主任吴少强说。
　　近年来，连江县建立健全巡察机构与纪
检监察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不断完善巡察工
作联动支持、问题线索分类移交和优先办理、
巡察整改监督等联动内容，形成衔接顺畅、配
合高效的监督格局。
　　连江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高用清
介绍，每轮巡察启动前，县纪委监委向巡察
办提出工作建议，并将被巡察单位的问题线
索、党风廉政责任制检查、“点题整治”开展
情况等重点信息汇总后提供给巡察办，“通
过信息联通，纪检监察日常监督为巡察监督
提供参考借鉴，而巡察监督进一步印证了纪
检监察日常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形成良性

循环。”
　　截至今年 10 月底，连江县纪委监委
共向县委巡察办提供问题信息 336 份，县
委巡察办向县纪委监委移交相关问题线索
472 条。
　　针对巡察中发现的重要问题线索，巡
察办第一时间移送纪委监委，开辟“绿色通
道”提前介入、快查快结。
　　在一起典型案件中，连江县委巡察组
对县民宗局开展巡察时，发现该局一位退
休干部雷某某涉嫌违纪的问题线索，涉案
金额大。该线索立即被移交县纪委监委，
并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很快就查实了雷
某某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吞补助款等问
题，雷某某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
措施。
　　在巡察整改阶段，“巡纪”联动推动巡
察问题整改，强化系统综合治理，促进巡

察监督与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审查的深度
融合。
　　连江县委巡察组在巡察县供销社后，向
县纪委监委移交该系统日常监督不到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线索 10 条，深
挖、查证这些线索后，县纪委监委对县供销社
立案审查调查 8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8 人，
移送司法机关 1 人。此后，县监委向县供销
社下发 2 份监察建议，推动在人事、财务、资
产管理方面建立健全 8 项制度机制，有效堵
塞制度“漏洞”。
　　“我们将持续构建‘巡前把脉、巡中互动、
巡后深化’的监督体系，全力打通巡察机构和
纪检监察机关的‘信息壁垒’，有效提高移交
问题线索的成案率和案件的查办率，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连江县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余良发说。
            （本报记者王成）

福 建 连 江 ：“ 巡 纪 联 动 ”织 密“ 监 督 网 ”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记者鲁畅）记者从
北京市交管局获悉，针对
秋冬季事故特点，北京交
警近日持续加大对酒驾、
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10 月份查获涉嫌饮
酒驾车驾驶员 477 人，醉
酒驾车驾驶员 355 人。
　　 11 月 1 日，交管部
门组织开展全市集中夜查
统一行动，设立岗位 101
处，围绕餐饮娱乐场所、城
乡接合部周边、主要联络
线和主要交通节点等重点
区域开展执法。
　　 21 时许，在京港澳
高速京良收费站长阳出口
处，一辆黑色轿车缓慢驶
入民警视线，酒精初筛仪
刚刚伸入驾驶室内便立刻
发出警报。司机称因为单
位有急事通知自己去处
理，一着急忽略了喝酒的
事实。后经呼气式酒精检
测，该驾驶员每百毫升血
液酒精含量为 30 毫克，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交管部门还查获了摩
托车驾驶员酒驾行为。10
月 15 日 21 时许，民警在
朝阳区红军营南路对一名
摩托车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过程中发现其饮
酒，还在车辆前部踏板搭载自己 4 岁的女
儿。后经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员每百毫升血
液酒精含量为 110 毫克。该男子因涉嫌危险
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其搭乘未满
12 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违法行为，交管部门
一并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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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依托优美的生态环境，郎溪县将盘
活林业资源与发展全域旅游相结合，加快与沪苏浙
等地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描绘生产美、生态
美、生活美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我们依托黄金茶标准化种植基地，探索茶旅融
合，发展生态+康养产业，将美丽风光变为美丽经
济，带动更多的村民走上生态致富路。”郎溪县大佛
山养心谷负责人王立胜说。
　　水岸共治、退渔还湖、退养还湿……从予取予求
到反哺自然、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安徽按
下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快进键”。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安徽加快建设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
廊道，为区域经济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十八联圩湿
地，百鸟争鸣，草木繁茂。随着环巢湖湿地面积的不
断增加，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巢湖生态湿地重现
生机。
　　当地群众告诉记者，这几年生态环境好了，常能
看到白琵鹭、豆雁、红嘴鸥等鸟类在这里越冬、栖息，
难得一见的东方白鹳也时常飞到巢湖湿地来觅食。
　　青山为笔，碧水为墨，一幅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城乡共美的青绿山水画卷正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