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兰传斌 张国栋
张环泽 报 道

本报滕州讯 从10月1日起，滕州市
的1201名入党积极分子将不再拥有这个身
份。今年6月以来，滕州探索入党积极分
子量化评价机制，实现动态管理、全程淘
汰。经过严格程序确定的淘汰名单，占入
党积极分子总数的8%。

60岁的龙阳镇杜沙土村村民杜家存，
是被淘汰者中的一员。在量化评价中，他
的综合得分仅为42 . 7分。对此，杜家存

说：“年纪大了，自家也顾不过来了，给
群众服务是有心无力。我评了个不合格，
也合情合理。”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我们调研发现，有些人被确定为入党积极
分子后，就认为一只脚已踏进党的大门
了，‘坐等发展’，放松了学习和自我思
想、行为的改造提升，消极懈怠，群众意
见较大。”滕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熙
滨介绍说。

作为人口大市，滕州目前有71370名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多达15015人。基数
大，且缺乏考核评价，入党积极分子队伍
的先进性颇受影响。在官桥镇，记者见到
了一摞入党积极分子量化评价淘汰情况登
记表，其中分数低于60分的，参加学习培

训和党组织活动少、积极性不够是普遍特
点，用镇组织科长张崇辉的话说，“需要
唤醒这个沉睡的群体”。

滕州市入党积极分子量化评价机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的。量化评价每年
一次，由所属地党委、党支部、培养联系
人、党员、群众代表五个主体组成，围绕
思想动态、现实表现、履行岗位、日常学
习四个方面，分别赋分，实行百分制。在
量化评价中，群众代表作用突出：与全体党
员共同评议，且不少于总人数的20%。

有了量化评价，入党积极分子就有了
评判标准：得分低于60分的，原则上进行
淘汰，被淘汰者两年内不予考察入选；在
60-80分的继续培养；80分以上的，分数
作为确定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此外，为

防止在民主评议中出现因宗族派性斗争或
个人矛盾等原因出现的恶意评价，对得分
低于60分的，由所在党委成立考察组，进
行二次回访考察。

这个做法，让北辛街道孙庄居社区居
民彭延斌很受鼓舞。并非入党积极分子的
他，积极争取作为“编外”参加量化评
价，并且得到了89分的高分。市委组织部
组织科长李峰说，让更多先进分子感觉
“有真事”，就会更积极向组织靠拢。

滕州市委书记董沂峰表示，入党积极
分子的结构、质量影响党员队伍发展，要
让“源头水活起来”。对入党积极分子进
行量化评价，并以此为依据淘汰不合格
者，就是要探索一条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建设的新路子。

去年以来，省级审批事项取消下放262项，市县取消下放3500多项，简政放权———

下好全面深化改革“先手棋”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郑 石 田 彬 报道
本报齐河讯 10月2日，农业部组织专家对齐河县20万亩粮食高

产创建及增产模式攻关核心区玉米进行了实打测产，平均亩产786 . 3
公斤，再次刷新全国最大面积高产纪录。至此，齐河县20万亩核心区
小麦、玉米全年平均亩产达1502 . 3公斤（3004 . 6斤），实现“吨半
粮”。预计该县粮食总产量将突破27 . 29亿斤，平均亩产1197 . 7公斤，
全年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

“坚持创新，加大投入，齐河走在了全国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的前
列。”参加测产的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粮食处研究员张毅评价说。

作为全国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县，齐河坚持大方田引领、整
建制推进，实施“8521”工程，即规划80万亩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区、50万
亩粮食高产创建中心区、20万亩粮食增产模式攻关核心区和1万亩“全
年吨半粮”高产攻关展示区。目前，20万亩核心区实现田成方、林成网、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50万亩中心区的路网、水网基本完工。

舍得投入是粮食增产的关键，齐河坚持每年拿出1亿元支持农业
发展，争取上级无偿资金4亿元以上，全县涉农贷款余额43 . 69亿元。

“我们推广的玉米适期晚收技术，不需要投入，但效益不容小
觑。晚收1天，一亩地就能多收20斤玉米。”齐河县高产创建技术负责人
马仁元说。将关键环节的关键技术落到实处是粮食增产的又一关键因
素。如今，小麦深耕深松等关键技术落实到位率均达到100%。

此外，出台《齐河县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奖励扶持办法》，
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政策引导力度。

“下一步，齐河将在今年20万亩核心区实现‘吨半粮’的基础
上，到2015年，实现80万亩‘吨半粮’，2016年全县整建制实现‘吨
半粮’。”齐河县委书记孟令兴表示。

□ 孙秀岭

“十一”长假，出行游玩，或是堵在路上，或是挤在景区，令人
无奈。面对集中休假的诸多麻烦，不少人再提带薪休假，呼吁把这项
关系民生的制度落到实处，使公众对何时休假有更多的选择权。

带薪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近年来，国家多次强调实施带
薪休假制度的重要性，但还有些单位对此不热心，有的担心休假影响
工作效率，有的害怕增加人力成本，有的强调计件或计时薪酬制度的特
殊性，等等。笔者以为，带薪休假难落实，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现实问
题，但办法总比困难多，“这难题、那难题，领导带头就不难”。

领导带头休假，是解决诸多难题的现实要求。人不是机器，更不
是永动机，休假可以让疲乏的身体得以恢复，让紧张的神经得以缓
解，职工如此，领导也如此。当然，管理一个单位或部门，任务繁
重、责任重大，工作起来“五加二”“白加黑”，忙得脚不沾地，脑
子里就可能少了“休假”这个概念。但对职工来说，“领导带头不休
假，我们哪敢休？”“主官没休过假，谁好意思休？”，想休假时也
是顾虑重重。可见，领导是否带头休假，不是个人之事，而是关乎能
否实现劳动者权利的公事，也反映着一个单位对法规制度的态度。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单位领导负有直接责任。从自身“破题”，
主动转变观念，成为休假的带头人和推动者，而不能成为带薪休假的
阻力，应当成为领导者的理性选择。这，是解开带薪休假多处“疙
瘩”、把劳动者的休假权利落到实处的关键一环。

更为重要的是，“上为之，下效之”。在一个单位，领导的一言
一行影响着其他人。“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领导依法带头休
假，就是其他人的良好示范，职工从中能看到落实带薪休假的决心，
获得带薪休假的底气，才能放下心中的种种包袱，放下工作上的种种
牵挂，自主决定休假的时间，身心放松地沐浴在万水千山间。

□记 者 张春晓
通讯员 李保峰 钟文峰 报道

本报讯 “过去，办理防雷装置设计
审核手续，要到雷电防护中心和县政务服
务中心气象窗口‘两头’审核，现在只要
出具雷电防护中心审核意见书，县政务服
务中心气象窗口就不用再审了。”日前，
广饶中南房地产公司来办理手续的李先生
满脸欣喜地对记者说。山东简政放权，下
好全面深化改革“先手棋”，给群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简政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
大事”，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
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省编办主
任刘星泰介绍，去年以来，我省已经分四
批取消下放了262项省级审批事项，市县
两级共取消下放3500多项，涉及投资审
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资质资格许可和
认定、社会管理等领域，有效激发了社会
和企业投资创业激情，让千千万万愿意创
业的人更方便拿到市场“入场券”。数据
显示，今年1-7月，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
主体53 . 3万户，同比增长49 . 8%。

我省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除了取消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另一个“大动作”就
是“晒”家底。

编制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是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的基础。日前，省政府面向社会
公布了省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目录共纳
入省直46个部门（单位）的行政审批项目
586项（含子项共计920项），其中行政许
可532项(含子项共计854项)、非行政许可

审批54项（含子项共计66项）。这是我省
首次“晒”出省级行政审批权力清单、亮
出“权力家底”，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据介绍，下一步，我省将抓紧制定出
台目录管理办法，实行动态管理，强化刚
性约束，今后未列入目录管理的行政审批
事项一律不得实施。同时继续做好行政审

批事项削减工作，下半年再取消下放1—2
批“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今年力争完
成削减任务30%的目标。

今年8月初，我省提出全面推行行政
权力清单制度，奏响清权、减权、优权、
制权的“四部曲”。根据部署安排，省级
权力清单12月底前面向社会公布，目前，
省直69个部门单位已完成自查，共计上报

权力事项7300多项，省编办正进行集中审
核确认。用一句话概括清理范围就是“三
种对象、十类权力”。

记者从省编办了解到，省级先行一
步，年底前省政府将公布省级政府行政权
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各部门、单位将在
2015年6月底前全部纳入行政权力“一库
四平台”管理。

带薪休假领导要带头

滕州以动态管理严把入口，从源头提高党员队伍纯洁性

1201名入党积极分子没过量化评价关

□记者 赵洪杰 通讯员 李东升 报道
本报莒县讯 9月30日，省农业厅组织专家对中国北方超级稻产

业化中心日照高产攻关基地进行了实打测产。其中高产品种湘两优2
号百亩片实现了平均亩产达968 . 37公斤。

中国北方超级稻产业化中心日照基地经理张树臣介绍，基地种
植的三个品种由袁隆平院士亲自选定，分别种了100亩，栽培管理也
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专家负责，袁隆平院士亲自分
析指导，实现了“良种、良法、良艺”相结合。

日照莒县超级稻高产攻关基地，是全国第四期超级稻高产攻关26
个示范点中最北方的一个。袁隆平得知测产结果后告诉记者，此次
测产结果是中国北方地区水稻平均亩产的最高纪录，是个巨大的突
破，这意味着杂交水稻向北延伸2个纬度，在黄河流域，鲁南，河
南，冀南，陕南可进行大面积推广。

日照超级稻基地平均亩产
创北方水稻最高纪录

◆百亩片亩均达968 . 37公斤

◆意味着杂交水稻向北延伸2个纬度

国庆假期特别报道

国庆节如何更有国庆味？
◆打通爱国主义教育“最后一公里” ◆挖掘资源搭建家国情怀载体

齐河20万亩核心区
实现“吨半粮”

◆小麦玉米全年平均亩产1502 . 3公斤

◆玉米再次刷新全国最大面积高产纪录

7月30日 ,省政府印发《关于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
减少行政许可的意见》,提出5
年内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1/
3以上 ,办结时限比法定时限缩
短50%以上。

省 政 府 发
布第264号令,
确 定 取 消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6 3项 ,下放 5 6
项。

省委十届八次全会
审议通过《中共山东
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的意见》,提出5
年内省级行政审批事
项再削减1/2左右。

为做好国务
院取消和下放
行政审批项目
事项的衔接落
实工作,取消对
应项目18项。

省政府印
发 通 知 , 确
定再取消下
放93项省级
行政审批项
目。

省政府常
务 会 议 确
定，取消下
放32项行政
审批事项。

我省还要再
取消下放1—2
批社会关注度
高、受益面广、
有“真金白银”
的审批事项。

12月31日 12月21日 12月18日

7月31日7月30日

2014年
5月19日

2014年
下半年

2013年

简政放权
的攻坚战打
响 ,半年内共
取消下放230
项审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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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于海员

10月2日，农业部专家在齐河县20万亩粮食高产创建及增
产模式攻关核心区进行玉米实打测产。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许永飞 王 迪

一年仅接待3次小学生参观
9月29日早晨，冠县冠星小学操场

上，1000余名小学生整齐列队，鲜艳的
国旗飘扬，少先队员认真敬礼。升旗仪式
后，学校中队辅导员冯莉平，向同学们作
了以《爱国就从这里做起》的演讲。

“怎样更好地培养学生爱国意识，
是一个问题。”冠星小学校长于东山说，
学生们缺乏社会实践，缺少直观的感受。
清明节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是冠
星小学唯一坚持的一项校外活动，但去
年由于陵园搬迁，距学校较远，出于学
生安全考虑，取消了该活动。

冠星小学存在的问题，在大多数中
小学普遍存在。冠县鲁西北地委旧址，
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基地负责人
许军介绍 :“学生到这里学习的机会太
少了，每年最多接待三次城区小学生参
观，初中、高中学生来得更少。”

农村中小学短板突出

国庆节前夕，记者采访了多位大中
小学学生，问及如何过国庆节，回答要
么是出去玩，要么是补课、做作业，农

村的学生，还要帮着家里做农活。
对此，来自于冠县农村一线的全国

模范教师轩云湘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在
城市较为丰富，在农村中小学就比较缺
乏。“可以在农村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讲座，打通爱国主义教育‘最后一
公里’。”

家国情怀载体缺乏
9月30日，在聊城烈士陵园公祭烈

士现场，高中生李继超说：“唱国歌的
时候，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第一次感
觉与祖国如此心贴心。”

“现在有的大学生，提起‘爱国’
很茫然，关键是缺乏激发家国情怀的载
体。”高校教师陈卫兵说。

“个人与国家之间，需要一条情感
联系的纽带。国庆节蕴含着重要的爱国
主义教育资源，利用好这些资源，能让
这条纽带联系更紧密，让更多人体验到
家国情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
授、博士李冲锋表示，国庆节不仅是欢
庆的节日，更是纪念性节日。应该以国
庆节为契机，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让国庆节成为凝聚人心的重
要力量。

“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延
续中，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起到巨大
作用。国庆节期间，可以通过多种形
式，组织大家学习体验传统文化，从而
激发民族自豪感。”茌平县韩屯乡道德
学校的创办人刘庆涛说道。

a

□吴荣欣 吴万渊 报道
10月3日，在万米高空，一场“我与国旗合影 为祖国点赞”活动正在进行。

或用笔，或用歌声，旅客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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