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巡察守护“小餐盘”里的“大民生”
中午 11 点多,走进城南街道仁智村

的“馒”好吃老年食堂，豇豆烧茄子、肉末

豆腐、萝卜炖骨头、红烧肉……一道道刚

出锅的菜冒着热气，散发出阵阵香味。

前来就餐的老人们聊着家常，一派其乐

融融的景象，共同享受“舌尖上的幸福”。

“以前一个人吃饭就是随便对付下，

自从有了老年食堂，花几块钱就能吃饱

一顿饭，方便又实惠，我天天来！”面对前

来回访的县委巡察干部，83岁的鲍大爷

摇着蒲扇排着队，笑得合不拢嘴。

这温馨的一幕，源于杭州市统一开

展的“百村巡察·强基惠民”专项行动。

去年6月，县委第三巡察组在仁智村走访

过程中，多名老人向巡察组打开了话匣

子，反映“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

“儿女都在外地，我年纪大了，有时

候做一餐面条能吃三顿。”“人老了眼神

不好，出门买菜老是跌跟斗，烧饭的火头

也看不好”……巡察组也在走访中亲眼

看见了他们的就餐困境：早上吃剩的泡

饭配咸菜腐乳，还有一些喝了一半的黑

芝麻糊、燕麦片等，让大家心里很不是滋

味。

“民以食为天，如果连饭都吃不好，

又何来幸福养老可言？”巡察组立即走访

当地村干部了解情况。据了解，仁智村

总人口共315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

有900余人，老龄人口占比28.6%，老龄化

程度较高，确实有建设老年食堂的必

要。“办老年食堂成本较高，而且后续运

营管理都是难题，不知道会不会亏损。”

谈话中，某村干部支支吾吾地道出了实

情。

随后，巡察组将推动建设仁智村老

年食堂列入民生实事项目清单，向街道、

村等相关单位点对点发放巡察建议函。

收到建议函后，城南街道认真落实属地

责任，对仁智村老年食堂的选址、设备采

购、运营管理等进行全流程督促指导。

仁智村成立专班，走访摸底、外出考察，

全面谋划推进仁智村老年助餐服务工

程。与此同时，巡察组及时跟进督办，每

月查看推进过程，确保这一民生实事项

目高效落地。今年3月，占地面积300余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20人就餐的仁智村

“馒”好吃老年食堂正式运营，村里的老

年人从此有了“家门口”的饭堂。

为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解决问

题，县纪委监委和县委巡察机构还充分

发挥“纪巡”联动监督作用，压紧压实县

民政局等职能部门主体责任，督促推动

老年助餐服务从机构全覆盖向服务全覆

盖转型，推进完善“村建村营为主、多种

模式结合”的立体助餐服务网络，合力打

造“全城通·百膳惠老”服务品牌，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尽享幸福“食”光。截至目

前，全县已有助餐服务点183家，累计服

务 102.99 万人次，村社助餐覆盖率已从

2022年的50%跃升至93% 。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群众的呼

声就是巡察重点发力的方向。接下来，

我们将持续开展‘小切口’助力解决民生

‘大问题’，把巡察监督聚焦到群众最关

心、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上，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自己的事有人管，利益有人护。”县

委巡察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周雨婷 通讯员 刘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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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朱坞200多亩山

林十几年被人无偿占用，现在

村委会全部收回来了，还跟杭

州农业发展公司合作项目，每

年能为村集体创收 8.4 万元

呢！”日前，百江镇百江村村监

会主任姜尉君向前来督导巡

察整改的县委巡察干部说道。

这是我县聚焦共性问题

精准发力，深化巡察成果运用

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县

综合分析近三轮巡察村（社）

情况，发现普遍存在租金收取

“无人问津”、资产资源长期

“沉睡”等农村“三资”管理不

到位问题。

为推动这一共性问题迅

速有力整改，我县以“一问题

一建议书”形式向农业农村局

派发《巡察建议书》，督促该局

在全县开展农村“三资”管理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目前，通

过专项整治，共整改各类“三

资”不规范问题11个，清理规

范涉村集体“三资”经济类合

同 81 个，化解村级债务 1900

万元，建立《桐庐县农村集体

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等规

范性制度5项。同时，组织全

县 250 余名农村财务人员接

受业务能力提升培训及警示

教育，实现巡察成果充分高效

运用。

去年以来，我县探索建立

巡察发现共性问题高质量整

改工作机制。对全县面上普

遍性和反复性问题，定期以文

件形式集中通报，推动全县各

单位对照自查、未巡先改；对

系统性领域性问题，逐一向牵

头整改单位派发《巡察建议

书》，同步抄送分管县领导，要

求全流程协助推动问题整改

到位；此外，针对群众反映强

烈、廉政风险较高的共性问题，督促牵头

单位在全县面上开展专项整治，力求系

统施治、形成长效。2023年以来，我县通

过共性问题整改推动开展专项整治6项，

处分处理 12 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400

余万元，制定完善相关制度规范18项。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共性问题中存

在的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性障碍、机制

性梗阻，我县还探索出台《巡察发现共性

问题整改联席会议制度》，由县领导召集

相关职能部门对共性问题进行多方联合

会诊，有力破解整改中的“硬骨头”。如

针对“国有房产出租的租金应收未收”共

性问题，由分管副县长召集各房产出租

单位、县国资办、县法院等相关部门，共

同研究整改举措、解决办法，最终收回应

收未缴租金300余万元。

此外，为了形成推动巡察发现共性

问题高质量整改的工作合力，我县还探

索建立“纪组巡”三方联动工作机制，由

县委巡察办联合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

部对牵头整改单位共性问题整改情况和

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实施情况等两方面

10项具体内容，逐项进行评估打分，形成

《巡察发现共性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质效

评估表》，评估结果纳入该单位年度大党

建考核，并作为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考

核、提拔使用的重要参考依据。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探索共性问题

综合治理的机制办法，推动治‘共病’和

防‘未病’一体落实、治标与治本一体联

动，做细做实巡察‘后半篇文章’。”县委

巡察办负责人表示。

（记者 周雨婷 通讯员 刘晶莹）

【廉洁好家风】

“清廉桐庐”即日起推出“廉洁好家风”专栏，
精选我县家风好故事进行刊登。

我的外公是桐庐县分水镇的一名

退休老教师，他17岁便开始了教书生

涯。从教40余年来，他生活简朴，为人

低调，平日里没有太多的爱好，最大的

爱好是看书和写作。节假日里，我会

专程回家探望他，与他聊聊家常、谈谈

工作，茶余饭后外公也总会拿出他珍

藏的书本，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书本

背后的故事。外公经常和我讲的“人

要有远大的志向，正心是根本，一个有

道德的人，才是真正富裕的人”这句

话，让我刻骨铭心，终身谨记。

《分阳诗稿选赏》，是外公最珍视

的书籍之一，里面收录了众多分水历

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有一位叫臧

槐的诗人，对于他背后的故事，外公如

数家珍。臧槐（1867 年～1930 年），百

江麂坞（今桐庐百江镇联盟村）人，曾

担任分水县民政科科长、玉华学校校

长，他一生写下了3400多首古今体诗

歌，自选其中1590余首分为四卷，定名

为《绿阴山房诗稿》。

1967年正月，外公外出探亲访友，

路过富春江镇的桐庐造纸厂，便去看

望在这里上班的两位学生，恰巧在造

纸厂的空地上看到有两大堆旧书。从

学生口中得知，这些旧书都是作为“封

资修”从各地搜上来的，集中送到这里

准备打浆再利用。外公是中学语文老师又兼职

教历史，对古旧书籍，自有一种偏爱。他径直走

到书堆边，随手捡起一本名为《绿阴山房诗稿》的

旧线装书翻看起来，书中大多是歌咏分水人文景

物的诗歌，作者署名为“臧槐”，根据此书序中介

绍，这套诗集共有4本。他顾不得寒冷，在旧书堆

中翻了好几个小时，幸运的是，他最终把《绿阴山

房诗稿》的另外三本全部找到并珍藏。

此后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过了40年。直到

2006年，桐庐县开展非遗普查工作，外公觉得《绿阴

山房诗稿》“重见天日”的时候到了，第一时间把诗稿

上交给了分水镇。之后分水镇、百江镇都通过复印

的方式，收藏了这部诗稿，诗稿还被收录进了分水

历史馆，写进了百江镇《人文百江》这本书。其中十

五题三十七首臧槐诗，收录进了《分阳诗稿选赏》。

臧槐和他的诗，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流传着，为一代

一代当地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近年来，外公身体大不如前，他把那本视为

“宝贝”的《分阳诗稿选赏》转交给我，让我代他好

好保管。我也总会抽出时间翻阅，细细品读，慢

慢体会，其中有一篇臧槐的《劝学诗》我印象尤为

深刻。“画粥范公贫，负来倪宽苦”“车生囊照萤，

董子书不蠹”“元标杵磨针，刘峻麻作炷”，诗中列

举范仲淹划粥断齑、车胤囊萤夜读、刘峻燎麻为

炬以及韩昌黎、倪宽等人艰苦求学故事，劝人求

学。“勿谓回也贫，君子安其素”，通过描述颜回一

箪食，一瓢饮的生活方式，引申出“立志为先基，

正心为本务”安贫乐道、正本清心的朴素思想。

每每读到这首诗，我就会不自觉地想到外

公，他总是告诉我，不要因为自己的愚钝而自卑，

只要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一定会有成果。人非圣

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要经得了诱惑，守

得住本心。立志为先，清心为本，于我而言，外公

何尝不是一本人生路上的劝学书。

（作者 李博斌 记者 周雨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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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刘伯温为凤川

街道翙岗村题匾“凤翙高岗”，取自于

《诗经》“凤凰于飞，翙翙其羽”。近年

来，翙岗村将古村落保护与廉洁文化、

清廉村居建设相融合，深入挖掘当地

“水系”“水澳”文化中“清白喻世”的内

涵，创新打造“水润廉心”文化品牌，不

仅为古建筑植入“廉心”，让“四馆一堂”

焕发“新生”，还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廉

洁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廉洁文化聚合效

应，勾勒出“水流近千家、廉风吹万户”

的生活意境，构建起以游悟廉、以游促

业、“廉文旅”互融的古村落清廉游览路

线。

翙岗村村史馆由破旧的加工厂改

建而成，完整、清晰地为后人展示了翙

岗村的历史变迁，印刻着翙岗人的乡愁

记忆。该馆主要分为村情村史、村落规

划、教育文化、文化遗存、非遗文化、红

色记忆、美丽乡村等篇章，在寻根溯源

中涵养着翙岗人的家国情怀。

嘉庆堂建于清代乾嘉时期，占地面

积1078平方米，虽历经百年历史变迁，

两侧厢房花窗上雕刻的二十四孝故事

仍保存完好，该村“讲道德、勤学礼、遵

祖训、尽孝心”的良好家风薪火相传、经

久不衰。

如今的嘉庆堂，不仅是村民议事

厅，也是党建工作展陈室，还是传播村

规民约、家风家训、历史名人等内容的

大本营。从嘉庆堂到集便民服务、矛盾

调解、倾听民声等乡村治理工作为一体

的综合平台，变的是承载功能的不断增

加，不变的是履职为民、务实清廉的勤

廉本色。

“千剪万裁‘廉’花开，一缕清风‘剪’

中来。”作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

的桐庐，已有 1000 多年的剪纸历史。

廉政剪纸艺术馆由方店厅改建而成，展

陈面积约200平方米。走进剪纸馆，来

自18个省（市）的113件“廉值千金心向

党”剪纸艺术获奖作品映入眼帘，样式

新颖、引人警醒，传递出崇法尚廉的正

能量。同时，该馆还定期开展“学剪纸、

讲廉课、说廉事”活动，通过“非遗+廉

洁”，让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在感受传统

艺术魅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把廉洁从

政、廉洁持家的理念放在心间。

翙岗村东边厅是世居在此处的李

氏族人最早建造的宗祠建筑，为保护利

用好古建筑，引入了桐庐籍书法篆刻艺

术家施悦儿在东边厅开办篆刻馆，该馆

集工作室、研学游、培训等多功能于一

体。馆内不定期更新展示作品，内容有

桐庐诗词、摩崖石刻等。该馆还定期开

展廉洁主题的篆刻活动，用篆刻艺术赋

予廉洁文化更加鲜活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在一笔一划中让廉洁理念铭刻在干

部群众心底。

翰墨蕴廉意，清风润人心。翙岗村

还设有书法馆，该馆不但展陈主题鲜

明、“廉”味浓厚的书法作品，生动直观

地阐释理想信念、警句格言、廉洁家训

等反腐倡廉内容；也定期开展清廉主题

书法创作活动，通过一笔一划书廉心、

一纸一墨颂廉情，为曲径深幽的老街巷

增添缕缕墨香与浓浓廉意。

“引水入村，掘澳于街，清流穿村走

巷”，是翙岗老街的魅力所在。相传这

条水渠是当年刘伯温在翙岗时指导当

地村民修建的。近年来，该村依托当地

独特的“水系”“水澳”文化，并结合廉洁

元素，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洗街”、“寻廉

翙岗里”小小传廉人清风研学夏令营、

“清韵动漫艺术节”等活动，不断传扬

“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价

值理念，让广大干部群众在研学、休闲、

观赏中接受廉洁文化熏陶。

千年岁月赋予翙岗村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古今交融的廉洁文化则让古

村更具内涵和温度，在乡村迭变中始终

保持生机与活力。2023年，该村通过打

造古村落清廉游览路线，吸引游客 20

万人次，带来0.2亿元旅游收益，绘就了

一幅“廉文旅”互融、共同富裕的新画

卷。

（记者 周雨婷 通讯员 刘晶莹）

凤翙高岗 水润廉心

【清风之旅】

“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近年来，我县深入挖掘历史、人文及山水中的廉洁元素，形成了寓廉于旅、廉旅互融
的清风廉路。近日，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网站刊发《凤翙高岗 水润廉心》一文，重点介绍凤川街道翙岗村坚持“廉文旅”融合，打
造基层清廉风景线等相关工作。

因廉落笔，随形赐艺；以火为墨，巧手
勾勒。县纪委监委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养分，通过把葫芦烙画等非遗文化艺术和
廉洁文化融合起来，让学生们在润物无声
中接受廉洁文化熏陶，厚植廉洁种子。图
为莪山民族小学教师正在开展清廉主题葫
芦烙画教学活动。

（胡建宏/摄）

近日，凤川街道“初心课堂”组织初中学生走进翙岗村老党员李启
东家中，认真聆听清廉家风故事，引导青年一代树立爱国爱党、向上向
好的人生品格。 （郎勤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