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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新闻中心 身边道德模范事迹选登

在冬季行动中，沁县把“六权治本”工作紧紧抓

在手上，坚持务实管用，边梳理边规范边运行，着力

推进“六权治本”向乡村延伸，充分体现出“六权治

本”沁县化、具体化和本土化。

为切实做好“六权治本”延伸工作，沁县强化领

导责任，周密部署安排，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为组长的冬季行动领导组办公室，并召开相

关部门一把手和具体承办人参加的动员会, 对冬季

行动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确保了“六权治本”

冬季行动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行政职权得到有效规范。全县所有行政审批事

项均纳入清单管理，凡省、市政府已取消行政审批

事项涉及该县初审、审核的均已对应取消。17 家试点
单位共梳理出行政职权大项 1522 项、小项 1104 项，

27 个非试点单位共梳理出行政职权 2398 项。

行政审批事项再度精简。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实

施“六权治本”，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精简申报材
料、整合优化审批职能和审批环节，对审批流程进行

了再优化。全县审批环节精简涉及 9 个单位 32 个项

目，办理时限精简涉及 14 个单位 49 个项目。
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进一步完善。县委带头建

立了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末位表态、岗位轮

流交换等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三重一大”集体

决策、干部人事管理规定、党务公开等县委工作制

度，各单位不断完善党务、政务和各个领域、各个层

级办事公开制度，通过编印制度手册、服务指南、媒

体公布、制度上墙等形式，确保“办事依据、怎么办、

谁来办、办多久”等基本信息长期公开，把制度的笼
子越扎越牢。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得到有效遏制。通过编制

村一级“一单一图一册”，将支村“两委”和监督委员

会工作职责、权力事项、重大事项决策、护林防火环
境卫生网格分布图、党员干部轮流坐班等职责权

限，全部纳入监督手册，通俗易懂、简单明了，使村

级干部进一步明确了权力边界，有效解决了困扰群
众办事的“该谁办、怎么办、办多久”难题。同时，将

“六权治本”与农村“三资管理”专项整治紧密结合，

查出问题 1305 个，立案查处 18 件，深挖案件发生的

原因，进一步完善了农村财务收入管理、财务开支
审批等 17 项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问题的

发生。

3 月 3 日下午，沁县政务大厅，山西依然农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杨晓萍在办理企业设立登

记手续，这是杨晓萍第二次来到政务大厅了。“第一

趟过来是申请设立登记，半天时间沁县市场和监督

管理局就进行了受理，五个工作日已经完成所有审

批手续，效率比以前高了一倍。”杨晓萍笑着说。政

务大厅工作人员、沁县市场和监督管理局负责人

说，以前办理企业设立登记需要 10 到 15 个工作

日，现在只需要 5 个工作日即可办理，简化了审核
程序、减少了审批环节，得到了广大市场主体的一

致好评。沁县交通局工程科长李俊江也在自己的工

作中有所感悟，他说，通过“六权治本”，权力运行受

到各方面监督，工作好干多了，一切按程序、按制度
执行，避免了人为干扰。特别是工程招标，托人、找

关系的现象几乎没有了，因为制度卡死了，流程公

开了，过程留痕了。
通过冬季行动，沁县在完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单制度、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加强平台建设、建立完

善制度体系、加强监督、严厉查处滥用权力行为和

抓好“六权治本”向村一级延伸等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 王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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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农民春耕备耕的好时节，俗话说：“一年之计
在于春。”3 月 31 日，我县册村镇东山村村民，赵某的儿子准
备去县城购买种地所需要的物资，在东山村口未等到班车
的情况下，遇到一辆白色奥拓私家车，在坐上该车的时候又
觉得不放心，突然决定下车，由于下车比较匆忙，在车已走
远时，才发现钱包、手机、身份证件等贵重物品落在车上，钱
包内装有去县城购买农用种子化肥的现金 1600 余元，无奈
车已走远，车牌也未看清，只是知道司机口音不是本地
人，匆忙之间六神无主，恰好村委主任路过，问清情况，决
定报警，册村镇派出所接警后，派出所民警，通过现场询问
线索，制定寻找方案，在大约 11 点的时候，终于在段柳车
管所找到该车，民警在询问对比后，确定该车就是落下钱包
及物品的那辆车，经说明情况后，车主表示愿意将物品归还
村民赵某。 郭宏崇

4 月 6 日，我县故县镇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执法人
员在西林村集市巡查中，发现一经营玉米种子的摊点。执法
人员随即对该经营玉米种子的摊点进行检查，并当场查获
玉米种子一袋（25 公斤），经查该玉米种子的摊点有农作物
种子登记证,没有营业执照，执法人员随即暂扣了该种子。初
步了解，张某于 4 月 3 日从我县定昌镇某种子经营户处购进
该玉米种子，尚未销售出。目前，故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
已对张某无照经营玉米种子进行立案，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
之中。 郭剑斌

近日，晋汾高粱有限公司汾酒沁县基地开展优质高粱
高效生产技术培训会。农委、扶贫办等部门及各村种植户经
纪人参加了培训会。

培训会邀请省农科院专家教授就高粱种植过程中的肥
料运筹、田间管理、病虫防治等方面对 300 余名种高粱植户
经纪人进行了集中培训。在春耕备耕时节，晋汾高梁公司适
时举办技术培训，让种植户们掌握了高梁种植技术，实为种
植户送上了一场及时雨。

近年来，晋汾高粱有限公司采取公司 + 经纪人 + 种植
户的运营模式，积极探索采用政府推动与企业带动相结合
的发展模式，以标准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相结合，以质量安
全、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扩大有机高粱
种植面积，建设粮源稳定、标准优质的汾酒原粮基地，把高
粱产业作为优质特色种植产业来发展，作为一项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新“引擎”来打造，带动了全县有机农业的快速
发展．实现了公司赢利，种植户得到最大的实惠。 秦 超

为切实搞好环境卫生治理工
作，近日，我县一台大型清扫车和
一辆洒水车投入使用，县城环境
卫生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县城街道上可以看到，洒
水车、清扫车沿着路边缓缓前行，
有序清扫、清洗路面，保洁主角已
经不在是环卫工人。“与人工清扫
相比，机械化作业集冲洗、清扫、
压尘、吸尘为一体，可有效杜绝扬
尘污染，提升城市洁净度。”县环
卫中心负责人说，“以前机械设配

很少，现在我们每天上午，下午对
县城街道进行机械环卫作业，环
卫作业进入了‘机械化时代’。”

据介绍，每次环卫作业都会
用清扫车对街道进行清扫，低压
水车压尘降温。创新机械清扫方
式，将分工不同的清扫车组合在
一起，利用人工和机械相互配
合，优势互补，有效防止人工、机
扫车扬尘的现象，提高街道清扫
工作效率，降低环卫工马路清扫
危险性。 秦 超

4 月 7 日是世界卫生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糖
尿病要早预防，分级诊疗帮您忙 。”4 月 7 日上午，县卫生计
生局、疾控中心、红十字会，在政务大厅前进行了糖尿病防
治知识的宣传、咨询活动。活动现场，大家走上街头，积极宣
传糖尿病防治要点，并告诉大家要及时到各级医院进行分
级诊疗，做到早预防，早治疗。据悉，共发放糖尿病防治知
识、春季传染病防治知识等宣传资料、宣传画册 2000 多份，
接受群众咨询 100 余人。 杨 云

县交警大队清明小长假三天，在县城安装的电子监控
系统共抓拍交通违法行为 220 起，其中不系安全带 40 起，
开车接打手机、抽烟 160 起，20 起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据了解，县城目前有 9 处电子警察监控系统，主要分部
在县城各主要交通节点的路口以及一些车流量较集中的重
点路段，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驾驶人的驾驶能力，特别是清
明节期间，驾驶人心情浮动，容易引发不安全交通违法行
为，电子警察的使用能做到提醒提示作用。但也有很多驾驶人
对道路上设置的禁令标志、标线视而不见，这些行为将使电子
监控一一抓拍在录。 李宏岩

4 月 1 日，县教育科技局、县市场局联合举办全县 2016 年学校食堂
工作人员培训会。来自全县寄宿制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负责人及食
堂工作人员，共 1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聘请市营养协会会长董爱军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
饮科科长王喜周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的营养知识、科学的
营养摄入方式、配餐标准及操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餐饮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以及食堂食物中毒的危害因素及其预防控制等方面知识。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学校食堂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营
养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全县学校安全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
勤保障。 王爱国

晋汾高粱有限公司汾酒沁县基地举
办优质高粱高效生产技术培训会

近日，县爱卫会积极组织全县 50 余名志愿者深入我县街头巷尾，
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建美好家园”志愿服务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我县的“创卫”工作添砖加瓦，切实为广大中小学生创造洁净、优美、舒
适、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活动中，志愿者们肩扛红旗，自带水桶、铲子、扫帚等清理工具分散
在水城的主干道，面对路牌、健身器材、宣传牌上形形色色的小广告，志
愿者们有的用小铲子铲，有的用抹布来回擦，想尽各种办法与“小广告”
作斗争，不给小广告留下一丝“生存空间”，努力还原文明城市应有的面
貌。通过本次行动，不仅增强了大家的环保意识，还用实际行动来呼吁更
多的市民爱护城市环境，共同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整脏治乱、完善设施、建章立制，确保长效为工
作重点，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互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建健
康优美的育人环境和生活环境，为我县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及打造“绿色
沁县”作出贡献。 刘 敏

安玉莲，1974 年 1 月出生于郭村镇圪土达 村，于 1996
年 9 月嫁到定昌镇东段庄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与王
高健结为夫妻。婚后尽管家境一般，但夫妻和睦，家庭和
谐，她和公婆的和谐程度如同自己的亲生父母，公婆一
直把她视如己出，从未把她当作儿媳看待，有些话宁愿
对她说也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女儿们，玉莲成了他们生活
中的贴心人。

1992 年初中毕业后，安玉莲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她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管刮风下雨，从未缺课，一步一
个脚印，把青春奉献给农村教育事业。2000 年，西段庄村
学校校长找到了她，想让她来本村任教，她撇下两个孩
子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通过两年耐心教育，孩子们的
成绩有了大幅度提升。2003 年，东段庄村支书邀请她回
村任教，担任幼儿园老师，为了支持本村教育，她欣然接
受了新的任务。这一支持，一下子就是 10 年，看到一批
又一批的孩子长大到外读书，受到其他老师们的赞扬，

她感到自己的付出有了回报。
灾难总是在不经意间给幸福的家庭一次沉痛的打

击。2006 年 11 月，安玉莲的婆婆因患有严重糖尿病，最
后导致糖尿病并发脑梗，医治无效去世了，只留下了公
公一个人，安玉莲除了料理自己家庭外，还得肩负起照
顾公公的责任。2014 年的秋天，患有高血压病的公公，脑
出血住进了县医院。回忆起她公公当时的病况，安玉莲
还是忍不住落泪：“当时公公半身不遂，倔强的公公无法
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滴水不进，药也不吃，对医生的治
疗也不配合。公公哭着对她说：“造孽呀，我怎么活成这
样了？怎么能让你这样伺候我呢？不如死了算了……”。
她说：“你是我爸，这样的话不能出自你口，这是一个女
儿应该做得事”。20 多天来，她在公公的病床前喂药、喂
饭、洗头、洗脚、端屎倒尿，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一同住
院的病友们都以为安玉莲是亲闺女。回到家后，安玉莲
把幼儿园转给了别人，专门照顾公公的饮食起居，别人

都劝她留住幼儿园，她却坚决的说：“我爸现在很需要
我，幼儿园以后还能再开，爸爸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安玉莲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善始善终”，逐渐地，
公公可以自己拄着拐杖出去散心了。她既是一个孝顺的
媳妇，又是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是一个善良的母亲。孩子
们在她的感染下，在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十分
尊重孝敬自己的父亲、母亲。尊老爱幼成了这个家的家
风，代代相传，根深蒂固。

雷锋同志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
辈子做好事”。从奶奶到公公，安玉莲一句怨言都没有。
她用十几年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妻为媳之道，印证了她的
孝心，展现了一个农村妇女尊老敬老，淳朴真诚的博大情
怀，塑造了一个农村媳妇博爱、仁慈、善良的光辉形象。

好媳妇安玉莲

为加快推进生态沁州建设，进一步在青少年中营造“植树造林、美化
家园、远离雾霾”氛围，团县委于近日组织 70 余名青年志愿者来到二郎山
南湖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文明沁州、生态家园”建设贡献力量。

上午 9 时许，来自我县各系统基层团组织、青年文明号单位、青年
维权岗单位的青年志愿者们拿着植树工具齐聚南湖苑，由团县委负责
人带队前往植树地点。现场，风大坡陡，但大家干劲十足，呈现出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有的抬树苗，有的挖坑，有的用锄头、铁锹培土，有的给树
苗浇水……众人拾柴火焰高，短短两个小时，300 余棵丁香树树苗整齐划
一，在阳光的照耀下昂然挺立。志愿者们纷纷和自己亲手种下的树苗合影
留念。“能为生态沁州建设尽一份力，是我们的责任和光荣”，青年志愿
者们表示，自己栽种下的不仅仅是一棵棵生命之树，更是一个个绿色的
希望和梦想。团县委书记王宇靖告诉记者，团县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
植树活动，旨在培养青少年的生态环保意识，将“植树造林、美化家园、
远离雾霾”的理念根植于大家心中，不断增强年轻一代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今后还要继续开展类似的活动。 王慧杰

沁县着力推进“六权治本”向乡村延伸

建立健全制度体系 优化权力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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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造林植树忙

册村镇派出所为民办实事

我县清明小长假电子警察抓拍交通违法 220 起

故县镇市场所查获一起无照经营种子案

我县开展 2016 年世界卫生日宣传活动

县教育科技局组织开展学校食堂工作人员培训

小手拉大手，共建美好家园

我县环卫作业进入“机械化时代”

近日，在天公
种子公司，农民朋友
争相购买春播种子。
据了解，该公司今年
购进了 30 余个品种
50 余万斤的玉米种
子供广大农民朋友
选购。 秦 超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正是进行春耕的大好时机，在我县田间地头随处可以看到大小
农机往来穿梭、耕翻耙耱，处处一派热闹繁忙景象。今年以来，我县早谋划、早动员、早启
动，充分发挥农机在春耕备耕中的重要作用，扎实推进全县春季农机化生产各项工作，为
农业丰收打好了基础。图为定昌镇下曲峪村村民李安印在旋耕地。 秦 超

4 月 7 日，县畜牧兽医中心和山西新大象
养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肉猪高效养殖推
广培训会，全县养猪户共 100 余人参加。

培训期间，韩家庄农场负责人王晋太首先
介绍了他于 2015 年 5 月与大象集团签订合作
协议，第一批肉猪成活率达到 92.4%，平均体
重 250 斤，每头猪利润 300 元，可获利 29.1 万
余元，同时为当地农民提供了 9 个就业岗位的
生产经营情况。山西新大象养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文斌详细介绍了“公司 + 家庭农场”的大
象养猪模式，特别是对合作养猪户“三固定、五统
一、两奖励”的合作共赢政策进行了重点解读。

通过此次培训，充分调动了广大养殖户养猪
的积极性，当场就踊跃出 20 多个农民要按大象模
式进行养猪，还为养殖户成为懂技术、会管理的专
业化新型农民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对全县生猪养
殖业走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起到助推作用，为
我县脱贫致富开拓一条主导产业。李儒宏 李潮

县畜牧兽医中心举办肉猪高效养殖推广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