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荣昌区直升镇万宝村，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教育馆开馆，镇街纪检监
察干部正在参观。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这个教育馆针对性很强，看了
之后没办法把自己再当局外人。”前
不久，位于荣昌区直升镇万宝村的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教育馆建成投用
后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40多名
镇街纪检监察干部。

参观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
受：既“身临其境”又“心临其境”地
感受纪法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
代价。

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
好的清醒剂。但一些警示教育却因
为缺少针对性，有些党员干部把自
己当成“局外人”，滋生“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错误心态，有的当起“吃
瓜群众”，只顾着看热闹，不看“门
道”，把腐败细节娱乐化、庸俗化。

荣昌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教育
馆恰恰就是要解决“看客”心态。

“教育馆的投用其实是我们在
探索清廉村居建设中的一次有益探
索。”荣昌区纪委常务副书记、区监
委副主任吴从波表示，为进一步培
养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
廉洁意识，结合荣昌区查处的“微腐
败”典型案件，做实案件查处后半篇
文章，荣昌区以清廉·法治小院为基
础，以“规范微权力、严防微腐败”为
核心，打造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教
育馆，延伸纪律教育到村组一线。

清廉村居建设要找准自己的独
特优势条件，才能避免千篇一律。

与其他廉政教育基地不同的是，
荣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教育馆更注
重“基层”这个元素。不管是选址，还
是展陈内容，以及针对的对象都突出

了这个特点。这也是荣昌首个针对
农村基层的党风廉政教育馆。

教育馆为何选址万宝村？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万宝村拥有较好的
清廉教育基础。

在推进清廉村居建设过程中，
万宝村秉承“清以治村、廉而宜居”
的理念，打造了重庆市首个以小院
为基础的数字乡村治理平台——

“小院家”，开展“小院讲堂”“小院故
事”“小院广播”等以清廉教育为主
题的活动，形成了具有传统味道、乡
土特色的村居清廉文化。

教育馆在万宝村并不是孤立存
在的，它和重新打造升级的陶廉文
化长廊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
廉政教育联合体。

“重庆市荣昌区双河街道岚峰
竹笋社区原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程高勇，以借款名义将10万元集
体资金用于归还个人贷款、日常消
费等。”

“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太平村原
党支部书记高应宽，在协助政府从
事公务活动中伙同他人或单独收受
群众给予的好处费共计75800元，
伙同他人或单独侵占村集体资金
69470元。”

……
“教育馆墙上张贴的案例，利用

身边‘活教材’开展警示教育，更有
冲击力。”荣昌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党员干部要用身边人、身边
事敲响警钟，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
和行动，坚决杜绝“看客”心态，让警
示教育直抵人心、触及灵魂。

荣昌直升镇万宝村：

打造针对基层聚焦“微腐败”的教育馆

【记者观察】

廉政教育是清廉村居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加强廉政教育，可以引
导村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和道德观，增强他们的法治观念和纪律
意识，从而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荣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教育馆牢牢抓住

“基层”这个特点，打造了专门针对基层干部的教育馆，使廉政教育更接地气、
更易于被理解。

长寿区邻封镇邻封村村民在“左邻柚舍”工作站（点）议事。
（长寿纪委宣传部供图）

7月14日，重庆市长寿区邻封
镇邻封村闲置土地上，一片晚熟西
瓜长势喜人。

“几经波折，把大家喊起来商量
了这么多次，终于见到效果了！”村
党支部书记郑友谊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半年前，他还在为这180余亩土
地的流转费用发愁。

2013年，重庆某农业公司来这
里发展长寿柚产业，但由于种种原
因，公司经营不佳，土地租金无法足
额兑付，涉及3个组140余户村民
的切身利益，村民意见很大。

群众事群众议，群策群力解难
题。问题来自群众，答案也要从群
众中谋。

今年春节刚过，邻封村党支部
召集涉及土地流转的3个组议事会
成员，协商解除土地租赁合同，要求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支付拖欠的土地
租金12万余元，同时讨论下一步发
展方向。

邻封村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
怎么才能让大家有效参与呢？为解
决该问题，郑友谊与议事会成员想
到了“左邻柚舍”议事点。他们以组
为单位，分头组织召开议事协商会
议。

“有几个业主想要流转，但租金
没法和以前比，落差太大了”“我不
想租了，想自己种柚子树”……在

“左邻柚舍”议事点，村民围绕村集
体经济收入、项目发展、土地流转等
事项，畅所欲言，谈想法、提建议，郑
友谊边听边记，对大家提出的可行
性建议逐一作出回应。

经过村民参与、议事协商，最终
村委会以300元/亩的价格流转了
这片土地。如今，土地上到处种满
晚熟西瓜，7月底就可采摘上市。

这样的议事协商，是该村推进
清廉村居建设的一个缩影。而说起
以前工作的难度和委屈，从事村务
工作17年的郑友谊记忆犹新。

“村民对政策了解得不多，开展
工作得不到理解，引进项目说是照
顾‘关系户’，被指责吃回扣，村干部
有苦说不出。”郑友谊介绍说，过去，
农村解决问题基本靠村干部的“一
张嘴”，哪里有项目，村委会就商定
了，没有主动及时向群众宣讲政策，
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工作
效果大打折扣。

自清廉村居建设以来，区纪委
监委坚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原则，
督促指导各街镇纪（工）委结合实
际，将农村“三资”管理、惠民政策落
地、村级项目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
事项列入议事清单，不断丰富拓宽
群众参与议事形式，畅通民情反馈
渠道，激活基层监督“末梢”。

以邻封村为例，该村以“村级事
务集体议事”为抓手，聚焦经济、社
会、民生、文化、生态等五方面的重
大事项，提炼完善议事主体、内容、
形式、流程、保障等“五五议事 合
和共兴”议事协商工作机制，扎实推
进清廉村居建设，推动实现村集体
事务的公平、公开、科学实施。今年
以来，该村已举办议事会34场，收
集群众提交问题、建议146个，解决
村级事务43件。

长寿邻封镇邻封村：

问题来自群众，答案也要从群众中谋

【记者观察】

在清廉村居建设中，扩大群众的参与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能够增强
村民的监督力量，还能提升村民对清廉村居建设的认同感和支持度。邻封
村用基层议事协商为基层治理赋能，探索创建的“5+5议事监督”工作机制，
形成议事促廉洁、廉洁促治理、治理促发展的监督生态链，让监督方式从“事
后监管”向“全程融入”转变，充分激发村民共建共治共廉共享活力。

清廉村居建设是清廉重庆建设中最广泛、最

基层、最综合的清廉单元，具有强基固本的重要

基础性作用，是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

上向善的关键举措。

自清廉村居建设以来，一批接地气的可复

制可推广的案例在重庆涌现：它们有的聚焦“小

微权力”扩大群众参与渠道，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有的转变工作方式，把最难啃下的骨头作为

清廉建设的撬板；有的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优

势，打造廉洁标志。

这些探索和尝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廉

洁动力。本期红岩周刊选取了全市评出的清廉

村居建设标杆案例，以及区县首创案例，看看清

廉村居到底该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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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千行泪，
顽儿百战身。
可怜今夜月，
两处各凄清。
这首陈列在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五言绝

句《无题》，是红岩英烈罗世文1944年中秋在
狱中所作，是英雄男儿的真情流露，更是革命
先烈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
写照。烈士们没有做父母的孝子，却孝敬了天
下父母。

罗世文 3 岁丧父，靠母亲做女红抚养长
大，他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
子”。罗世文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先后担任中
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
委委员，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中共川西特
别委员会、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委员，常年奔
波在外，别说孝敬母亲，就连回家看望老母亲

一面的机会都很少。他只能拜请回乡的老乡
替他去看望母亲一眼，再给他捎几句母亲的叮
咛回来。

1940年3月，罗世文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
的“抢米事件”中被捕，残酷的刑罚和恶劣的牢
狱生活都没有使他屈服，但对母亲的思念和愧
疚常常使他辗转反侧，泪流满面。罗世文曾多
次拜请狱中难友，如果有机会出狱，务必代他
探望母亲，以寄孝思。

1944年中秋，罗世文在狱中得知，自他被
捕以后，母亲因为思念太甚，经常对着门口的
道路呼喊：“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

呀！”他百感交集，望月感怀，写下了这首五言
绝句。

无论如何思念母亲，罗世文从未动摇过他
坚定的理想信念。临刑前，在写给党组织的
信中，他坚定地表示：“据说将押往南京，也
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
旗帜……”

1946 年 8 月 18 日，罗世文被杀害于歌乐
山松林坡戴公祠。在押赴刑场的路上，特务
问他有什么遗憾，他说道：“我这一生，献给
了人民壮丽的解放事业，我唯一遗憾的是，
未能满足母亲小小的愿望，给她置办好一副

棺材。”
实际上，罗世文被捕前一个月，就已意识

到身处险境，想要提前给母亲准备棺木，但苦
于经济拮据，无力购买。他的妻子王一苇向他
表示：“这问题交我办理。虽是我目前已失了
业，但是朋友多，我总可以设法。”这才让罗世
文暂时安了心。不过，黑牢铁窗音讯阻隔，妻
子究竟是否已经为母亲置办了棺木，罗世文临
终前也不得而知。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华得凤供
稿 记者何春阳整理）

“孝子”罗世文临刑前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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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村居建设以来，一批接地气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在重庆涌现——

“清廉村居”该是什么模样

綦江区古南街道花坝村廉情信息员赵应敏（右一）在“廉情驿站”收
集信息。 （綦江区纪委监委供图）

盛夏时节，走进綦江区古南
街道花坝村，农家院落花草相
伴，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
枝头，美观醒目的廉洁文化墙高
高耸立……目之所及皆是乡村
美景。曾几何时，花坝村因地方
穷、纠纷多而被人戏称为“花霸
村”。村庄“蝶变”背后藏着基层
治理的智慧，更有清廉村居建设
的密码。

“今天的村集体经济利润分
红，主要是来自‘稻香渔歌’产业
项目，共涉及30余户农户……”
近日，花坝村进行了“稻香渔歌”
产业发展分红，涉及的农户代表
齐聚一堂，依次领取分红。村民
赵应敏仔细询问集体经济收益是
多少，分红发放标准是多少，涉及
哪些范围……并记录在本子上。

赵应敏性格直率，平时非常
关心村务公开情况，经常当面给
村干部提意见，曾是当地有名的

“挑刺人”。村集体的发展和资金
使用，是她关注的重点。

“村集体‘三资’，关系到大家
的利益，需要严格监管把控，也要
公开透明。”赵应敏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大量资金和项目涌入农村，为
发展增添了动力，也增加了监
督的难度。

綦江区纪委监委选取花坝
村为试点，以强化基层监督为抓
手，打造“班子清廉、干部清正、
村务清爽、民风清朗”的清廉示
范村居。在片区协作、“室组地”

联动等监督方式的基础上，为了
更好护住村集体经济的“钱袋
子”，让“挑刺人”担任廉情信息
员，常态化参与监督，有效延伸
了监督触角。

在花坝村，像赵应敏一样
“较真”的廉情信息员共有 9
名。9个村民小组以“问题找得
准、群众信得过、意见说得清”为
标准，分别推出 1名热心集体、
敢说真话的“挑刺人”担任廉情
信息员，让他们敢说敢管的优
势变为善于发现问题、提出意
见的监督优势。村里分片设立
3个“廉情驿站”，廉情信息员依
托“廉情驿站”开展信息收集和
反馈。

通过“定期+日常”入户走访
的方式，廉情信息员收集群众反
馈的各类意见、建议，包括干部作
风、惠民资金发放、惠民政策落地
等方面问题。

“廉情信息员充分发挥人熟
地熟和敢监督的优势，常态化列
席村‘两委’会议，对照区级层面
下发的小微权力清单，对村‘两
委’干部是否存在优亲厚友、滥
用职权等情况进行监督，每月定
期将发现、收集的问题汇总上
报。”綦江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召
集研判后，涉及干部作风等问
题，直报街道纪工委；涉及民生
实事等问题，则反馈村“两委”。
目前，已督促解决群众关注的身
边问题56项。

綦江古南街道花坝村：

“挑刺人”变监督员，护好村集体“钱袋子”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记者观察】

花坝村“挑刺人”变监督员的做法，实则是用好用活了基层监督力
量，为清廉村居建设赋能。基层“微腐败”虽“微”，但其影响却极为恶
劣，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破坏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微腐败”
问题往往隐藏在群众身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花坝村在清廉村居
建设中，利用“挑刺员”充分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促进纪检监察
工作更好融入基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