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关键环节
强化“三重一大”事项全过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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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这次报备‘三重一大’事
项被否决， 因缺少采购清单及主管领
导签字不规范。 ”近日，卢氏县纪委监
委驻县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在审核某单
位报备“三重一大”事项时指出问题。

近年来，该纪检监察组把“三重一
大” 制度落实情况作为派驻监督的重
要内容， 围绕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开展
精准监督，督促驻在单位“三重一大”
决策过程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我们要求‘三重一大’事项随时
报告，督促驻在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明

确具体事项、金额、权限等要素，建
立清晰完备的‘三重一大’事项库，
同步向纪检监察组备案。”该纪检监
察组工作人员说，通过“三重一大”
事项报告表，细化、量化“三重一大”
事项范围和标准，规范决策、执行、
报告等工作流程， 保障权力规范运
行。

日常监督工作中， 该纪检监察
组建立健全及时提醒纠偏机制，采
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个别谈话、
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跟踪督查问

效。 同时，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等
方式加强监督检查。今年以来，共接收

“三重一大”事项报备表 113 份，组织
参与“三重一大” 重点事项监督 10
次，提出建议 6 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
题 6 个。

“我们将把加强‘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执行情况作为强化对‘一把手’监
督的切入点，防止‘一把手’在决策过
程中出现‘一言堂’或‘家长制’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万成玉 李建峰

卢氏县水域面积 2425 平方公里，大
小河流 2400 余条， 其中老鹳河和淇河是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上游水源
地安全保障区。 为确保一泓碧水永续北
上，该县精准发力持续打好“河长 +”工作
机制组合拳，以系统思维整合资源、协同
联动凝聚合力，推动水生态治理取得显著
成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底色更加
亮丽，美丽卢氏再添新景，人民幸福指数
再创新高。 截至 2024 年年底，该县洛河、
淇河、老灌河 3 个国控断面水质均达到地
表水Ⅱ类标准，山洪沟治理等 7 个重点项

目全部完成，洛河卢氏县段被确定为省级
美丽幸福黄河段。

从“单兵作战”到“兵团作战”，破解权
责碎片化难题。过去水域治理涉及多个部
门，权责交叉。“河长 +”机制通过建立县
级、乡镇级和村级河长，整合建立多部门
联合执法体系，实现“河长 + 部门”联合

“兵团作战”，通过“纵向贯通、横向协同”
的河长指挥体系，使“一支队伍管到底”成
为常态， 让治水从碎片化转向一体化，共
治成效显著提升。

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构建全

链条防控网络。 通过“河长 +”构建起“人
防 + 物防 + 技防”的立体化治理体系。 通
过卫星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技术实现科技
赋能； 组建网格化巡查队伍覆盖该县 36
条主干河流及 2000 余条涧溪； 创新水土
保持碳汇交易，让“生态保护者”获得经济
回报。 通过“技术 + 制度 + 市场”的多元
共治模式，让治水从“部门独唱”变为“全
民合唱”。

从“县内闭环”到“跨省联动”，打通水
流域治理“最后一公里”。 2023 年 10 月建
立豫陕五县检察机关鹳河、淇河流域跨区

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协
作机制，明确专人负责、信息共享、线索移
送等 7 项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共治的水生
态保护格局。 通过技术培训、资金支持和
联合巡查，形成“省际协同、县际互联、基
层落实”的水流域治理链条。

该县“河长 +”机制，突破治理边界，
叠加部门协作、技术赋能、市场激励等要
素，强化责任共担与民生导向。 这种水域
治理模式不仅让一泓清水永续北送，更探
索出水流域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为全省
江河湖库治理提供了“卢氏样本”。 叶新波

卢氏县“河长 +”机制
带来水流域治理深度蝶变

今年以来，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 卢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降低
市场主体交易成本、 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为导向，采取“四种模式”为企业降
费减负，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积极推行保函代替涉企保证金制
度。 投标单位通过交易中心金融服务
平台自主选择金融机构在线办理电子
保函， 足不出户线上即可完成投标保
函、履约保函的申请、出函和下载，极
大提升了办理效率、操作便捷性、信息

安全性和透明度。
对工程项目免收履约保证金。

为减轻投标人负担， 鼓励业主单位
根据投标人信用状况和以往履约情
况减免履约保证金， 并在招标文件
中予以明确。

鼓励招标人取消收取投标保证
金。 对公开招标工程项目根据信用
等级在原定金额基础上降低 10%、
5%的额度，对非公开方式招标工程
免收投标保证金。

推行投标保证金“秒退”服务。

该中心对保证金退还流程进行了再
优化,退还时间由 2 个工作日优化为
系统即刻退还,极大提高投标人的资
金支配率及周转率。 同时，投标企业
可以选择资金、电子保函等任一形式
作为投标保证，帮助企业减负增速。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中心已在
线办理电子保函 137 份，减免履约保
证金项目 12 个，“秒退”投标保证金 3
笔。

李铁军 骆莉萍

“四种模式”为企业降费减负

“我们村高标准农田灌溉管道漏水的问题已经
解决，现在农田灌溉很方便，排水也通畅，今年的粮
食稳产有了保障。”近日，卢氏县沙河乡黄湾村正在
给自家农田浇水的村民李大哥脸上挂满了笑容。这
是该县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整
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卢氏县纪委监委聚焦高标准农田建
设领域突出问题，强化监督检查，严查违纪违法问
题，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数量达标”向“质量过
硬”转变，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
保障。

该县纪委监委成立工作专班，将监督“探头”延
伸到最前沿，整合巡察、审计、财政等力量，对该县
2019 年至 2023 年实施的涉及 12 个乡镇 59 个行
政村的 7.5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全面“体检”，
通过走访座谈、现场查验、查阅资料等方式，延伸监
督“探头”，深入查找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痛点、堵
点、淤点。针对发现的问题，该县纪委监委进行集中
研判、分类处置，对涉及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及时
反馈并督促限期整改、动态销号，对违纪违法问题
线索，从严从快查处，一体推进“查、改、治”，确保高
标准农田建的好、管的好、用的好。

截至目前， 该县纪委监委共开展监督检查 8
次，制发监察建议 1 份，推动职能部门解决日常管
护巡查不到位、 配套电力设施失窃等问题 7 个，查
处问题线索 2 件。 景丽娟 彭旭辉

以有力监督促有效监管
保障高标准农田
建好、管好、用好

近年来，卢氏县不断兜牢民生底
线，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夯实基层治
理基础，群众幸福感显著提升。

强化基层组织管理。 该县根据上
级对基层组织管理工作的要求，及时
调查摸底，全面开展行政村（社区）合
并调整工作，原有 271 个村（社区）合
并为 180 个村（社区），完善村（社区）
27 项“小微权力”清单，社会组织、党
组织覆盖率达 100%。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该县以全国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为契
机，累计投入 1000 余万元，为全县
6.25 万名老人提供助医、 助娱、助
餐、助急等居家养老服务，初步构建
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
依托、 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
体系。在居家养老方面，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
组织，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医疗保
健等服务；在社区养老方面，推进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通过统筹政策、整

合资源等措施， 推动养老服务融合发
展，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均
达 100%。 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提
升专项行动，创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
价体系，塑造养老院“安全、诚信、优质”
的服务品质。 通过举办培训班、外出考
察调研、现场教学等方式，组织城乡公
办和社会养老机构开展养老管理、护理
服务、安全管理培训工作，提高养老机
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
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常帮娃

卢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卢氏县纪委监委驻县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兜牢民生底线 托起“稳稳的幸福”

端午节前夕，卢氏县城各处都是“红红火火”的
节日景象， 香囊等端午传统民俗饰品也在火爆售卖
中，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挑选购买。 高长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