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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责任单位巩固和提升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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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问题

治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中不“公开、公

平、公正”的问题。

整治对物业公司监管不力，导致乱象丛生的问题，落实整治责任，坚决制

止物业乱象丛生，违规套取房屋维修基金；强行收取装潢材料上梯费；乱

收物业费；克扣装潢抵押金；违规上调水、电费；违规收取暖气接口费问

题，推进社区规范化管理试点工作。

在扶贫资金项目实施中，“重建设轻管护”，存在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和

闲置项目等问题；由于项目设置不合理，扶贫项目重复实施，造成扶贫资

金的损失、浪费等。解决扶贫项目安排不合理，资金安排、项目开工缓

慢，监管不足等问题。

整治有警不接、出警不及时、出警不规范的问题；整治有案不受、有案不

立、违规立案插手经济纠纷的问题；整治超时限办案，长期搁置、久拖不

决的问题。

解决采矿区地质灾害频发问题，治理采矿区沉陷引发的安全隐患，重点

整治地质灾害引发的道路损毁、地面塌陷、饮用水渗漏、房屋裂缝等民生

热点问题，推动开展土地、植被复垦恢复工作，加大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

治理义务教育教育资源不均衡，“县城挤、农村空、大班额、择校热”突出

问题；解决中小学招生因政策执行不严格、监管不到位，导致出现不公平

问题。

坚决纠治中小学教师“重度体罚”“收受礼品礼金”“违规调座位”“课上不

讲，课下讲”不良教学行为。

减轻中小学及教师承担的与教书育人无关的不合理工作负担。

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及私挖乱采问题不闻不问、

敷衍整改问题，坚决纠正生态环境保护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问题，

按计划进度完成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回头看”反馈问题的整

改。

解决农村改厕中存在的脱离实际、模式简单的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村寄

宿制学校厕所改造问题。

开展危房改造专项治理，解决违反规定委托无资质建筑工队施工；对历

年已完成但因各种原因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农房进行整改；违规享受农村

危房改造政策；“高套定额、多计工程量、弄虚作假、高估冒算”套取专项

资金；相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红包问题。继续提升巩固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成果，在保质保量完成农村危房改造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脱

贫人口住房安全回头看、危房改造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等工作。

坚决整治公安交警系统违规扣车、扣证，对违法行为的处罚随意变更处

罚种类、幅度；罚款不开具票据，收“黑钱”；事故处理民警责任认定中偏

三向四、违规收取停车费、检验鉴定费；车管业务民警对管理对象吃拿卡

要行为；辅警单独上路，越权执法；民警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无对应的执

法影像资料；不按规定摆放移动测速设备；对货车五类违法行为以罚代

管等问题。坚决纠治执法不公、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和执法办案中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围绕贫困人口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起的目标，开展贫困（县市

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达标建设，加大对深度贫困县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建设的政策倾斜力度，解决贫困（县市区）乡村缺医疗卫生机构、缺

合格医生的问题。

整治医疗机构资质不全、违规收治病人；不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辅助

医疗过度；住院患者药占比偏高；特殊检查项目主要诊断阳性率偏低；开

具处方向病人推销药品问题。

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经济负担较重问题，重点解决 10 种发病率高的

儿童血液病和儿童恶性肿瘤救治等问题；严肃查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

药店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

继续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重点查处通过违规

摆放日用品、食品“串换药品”；利用已死亡参保人员虚报门诊补偿费；虚

构医疗服务、虚报医疗费用等违规使用、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坚决查处

医师、护士收受药商业务回扣，收受病患家属红包礼品等问题。

坚决纠正贫困县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政策落实不力、工作松劲懈怠问题和脱贫监测户、边缘户“两类户”帮扶

不到位的问题。

解决对扶贫资金“重分配轻监管”，导致出现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

领、优亲厚友等问题。

坚决纠治相关市直单位“两集中、两到位”落实不力；驻政务大厅窗口当

“收发室”，办事“推拖绕”、效率低下、互为前置，审批事项“虚进”“假进”

“体外循环”；推动居民水、电、暖气、天然气自主网上缴费事项。重点解

决“一事跑多窗”向“一窗办多事”转变；审批服务由“粗放式”向“标准化”

转变；办事方式由“群众跑”向“数据跑”转变；中介服务由“自由化”向“规

范化”转变。

责任单位

吕梁市房产管理服

务中心

吕梁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吕梁市房产管理服

务中心

吕梁市扶贫开发办

公室

吕梁市公安局

吕梁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

吕梁市教育局

吕梁市教育局

吕梁市教育局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

吕梁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吕梁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吕梁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

吕梁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吕梁市医疗保障局

吕梁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吕梁市医疗保障局

吕梁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吕梁市医疗保障局

吕梁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吕梁市医疗保障局

吕梁市扶贫开发办

公室

吕梁市扶贫开发办

公室

吕梁市行政审批服

务管理局

责任人

胡继兴

曲晓东

胡继兴

陈林强

李安林

白晋华

康二平

康二平

康二平

刘玉云

贾誉

曲晓东

韩毅

贾誉

李爱红

贾誉

李爱红

贾誉

李爱红

贾誉

李爱红

陈林强

陈林强

权威

举报电话

0358-8212515

0358-3398039

0358-8212515

0358-2220214

0358-12389

0358-8296731

0358-3380900

0358-3380900

0358-3380900

0358-8221959

0358-8222527

0358-3398039

0358-8255246

0358-8222527

0358-8492010

0358-8222527

0358-8492010

0358-8222527

0358-8492010

0358-8222527

0358-8492010

0358-2220214

0358-2220214

0358-848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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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解决农村客运重

建轻运、重建轻管；随意变更出车时间，减少车次，随意改变城乡公交路

线、增加票价；完善客运站点网络建设，提高服务质量。

加强失学辍学监测、健全控辍保学机制，解决好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少年

辍学问题，特别是解决好适龄贫困儿童、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有学上、上

得起学的问题。

坚决纠正截留克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义务教育阶段

寄宿生生活补助问题。

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无证经营、违规超标超前授课、为学校招生举行考试

等问题。

吕梁市交通运输局

吕梁市教育局

吕梁市教育局

吕梁市教育局

王吉

康二平

康二平

康二平

0358-2255998
（农村公路）

0358-8261467
（农村客运）

0358-3398902
（公交）

0358-3380900

0358-3380900

0358-3380900

根据中央纪委、省纪委关于巩固和深化专项整治漠视和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由市纪委牵头，会同21个市直单位对38项漠视和侵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为方便群众参与监督和反映
问题，现将专项整治内容和受理群众举报方式公布如下。

吕梁市纪委机关公布巩固和深化专项整治
漠视和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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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村网络正常使用和日常维修养护中存在的问题。

开展整治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坚决清理整治农村

地区销售过期食品；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严肃查处保健食

品虚假宣传和违规销售问题；整治校园周边出售不合格小食品的问题，

解决学校及幼儿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和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重点解决蔬菜、禽蛋、猪肉、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药、兽

药添加禁用成分问题；对中药饮片质量专项整治，坚决打击中药饮片掺

杂使假、染色增重；坚决惩处销售幼儿不合格奶粉、婴幼儿生活用品等行

为；继续推进餐饮服务企业标准化规范建设，提升学校“明厨亮灶”覆盖

率。

开展农民工工资拖欠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贯彻实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聚焦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根治欠薪长效机制。

开展窗口服务建设专项整治行动，以推进窗口单位服务工作标准化、规

范化、制度化、信息化为重点，坚持“零距离对接、心贴心服务”理念，进一

步提升人社窗口单位人员素质，实现群众办事“零距离”、“零积压”、“零

差错”。

整治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不能稳定达标运行和入河排污口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

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坚决制止占道经营、城市生活污水随意倾

倒等问题，推进街巷硬化亮化工程，规范城区农贸集散市场运行。

上述 38个整治项目中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和监察对象违纪违法问题。

吕梁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吕梁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吕梁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吕梁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

吕梁市城市管理局

吕梁市纪委监委

郝继平

李智勇

刘智平

刘智平

刘玉云

靳东征

闫小平

0358-8222589

0358-8296821

0358-8222965

0358-8222965

0358-8221959

0358-3374021

0358-1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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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贫困老年人、孤寡老人、重度残疾对象、单亲家庭成员、儿童等特殊

群众“脱保”“漏保”现象发生；集中治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坚决取缔“人

情保”“关系保”“扶贫保”“违规涉军保”“错保”现象，坚决查处低保工作

经办服务环节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检查农村低保兜底保障政策落实情

况，实现农村低保工作信息化、科学化。

土地确权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及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加强农民工培训监管，特别是护工培训方面，积极开展标准化、规范化、

订单式培训，推动和完善培训实名制信息系统建议，确保培训资金使用

安全。

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正常的福利待遇，逐步探索建立健全关于职工

体检、休假、慰问、关爱、文体、教育等相关制度。

对照《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中“水量、水质、方便程度、供水保证率”四

项指标要求，集中开展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成效“回头看”工作，解决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及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解决因自然灾害等引发的

人畜饮水安全问题。按照《山西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改革实施

方案》，研究维修养护资金管理办法，解决农村饮水工程基础设施使用和

日常维护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全省河长制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通知，坚决纠正河湖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整治水资源破坏，河流污染等问题，争取实现“四乱”整治

动态清零。

规范统计行为和方法，加强统计造假源头防控，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内控

机制和外部监督，纠正和查处统计造假问题，解决统计数据失真失实干

扰决策判断、虚增群众获得感、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问题。

切实保障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实现农村四类重点对象（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任务“静

态清零”；解决存量危房鉴定不精准、不规范问题。

解决电气及煤改电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和日常维修养护中存

在的问题。

吕梁市民政局

吕梁市农村经济管

理服务中心

吕梁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吕梁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吕梁市水利局

吕梁市水利局

吕梁市统计局

吕梁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吕梁市能源局

郭清智

史兴唐

刘智平

刘智平

李子荣

李子荣

赵秀龙

曲晓东

白兔林

0358-8222152

0358-8498778
0358-8222692

0358-8222965

0358-8222965

0358-8282854

0358-8282854

0358-8229725

0358-3398039

0358-8238363

序号 整治问题 责任单位 责任人 举报电话

（上接 1版）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

个……村民们纷纷前来签合同入股。最

终全村 147 户村民用资金和枣林地入

股，村集体用工作队为村里争取的扶贫

资金入股，总股金达到 51万元，成立了

全体村民和全体贫困户参股的吕梁曲

峪美丽乡村田园开发有限公司。

地方有了，资金也有了，村民盼着

土地生金，而薛波他们也盼着大展身

手。“我一天都不愿多等，赶紧带首村主

任开上车去河北赞皇县订了 5000只种

鸡苗。”说这句话时，薛波的眼睛里仍然

是放光的。2019 年 4 月底，占地 20 亩的

红枣林下柴鸡养殖基地建成了。

为提高产品品质，丰富养殖种类，

鸡场又养殖了蚯蚓，引进了 14 头西蒙

塔尔牛，形成了利用牛粪繁殖蚯蚓，柴

鸡吃蚯蚓，柴鸡为枣树捉虫，鸡粪给枣

树供养分的产业链，红枣林柴鸡养殖产

业不仅大大降低养殖成本，而且提高了

枣树质量，鸡蛋附加值，形成了林下经

济种养殖产业链互促互利的良性循环。

据薛波介绍，整个产业可以节约成本 7
万元/年。

薛波铲开一旁的牛粪堆，露出密密

麻麻蠕动的蚯蚓，鸡群立刻“咕咕咕”地

呼朋引伴围过来，“我们的鸡吃的是‘玉

米+麦麸+谷糠+红枣+苜蓿草’的优质

高营养养鸡饲料，每周还有两次蚯蚓

‘自助餐’，下的蛋不仅色、香、味俱全，

且营养丰富，在市场上颇受欢迎”。薛波

自豪地说。

从“给路子”到“挣票子”

“你的钱到账了没？”这句话成了最

近前曲峪村村民见面寒暄的“流行语”。

村民所说的“钱”，是指吕梁曲峪美丽乡

村田园开发有限公司股东首次分红。

村民贺润平说：“我去年一共入了四

股两千元，，现在就分红 1千元了，这就

见到利啦。”55 岁的贫困户刘秋平之前

一直以打零工为主，看到村里发展林下

养鸡产业，便跟老伴入了 20股，按照协

议，2020年可获得分红收入 5000元。更

令他高兴的是，由于人勤可靠，经过股东

大会选举，他一跃成为了公司的经理。

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枣农

变股东，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

模式，大大激发了群众参股发展林下经

济的内生动力，去年村里光靠养殖柴鸡

就收入近 12万元。

推开一个鸡舍门，只见一名员工正

打开自来水开关给鸡的饮水器里添水，

鸡群争先恐后前去饮水。这名员工介绍，

她叫高玉莲，平时的日常工作就是给鸡

投食、添水、进行观察。高玉莲夫妇是前

曲裕村的村民，原本在陕西务工，听说村

里办了养鸡场，凭着养鸡技术回家当上

了饲养员，“在自己家门口挣钱更舒坦，

一个人能挣两千多元，一年下来两口子

能挣五万多，生活也能过很好了。”

产好蛋、卖得出是鸡场发展的关

键，为了让柴鸡蛋飞出大山，工作队不

断摸索，形成了多渠道的销售模式。薛

波：“第一种模式就是认养鸡的模式；第

二种模式就是通过直播平台销售鸡蛋；

第三种是通过工作队、第一书记、周围

朋友等资源进行推广；第四是深入各大

单位和社区进行宣传售卖。”

“目前公司产值达 54万元，柴鸡养

殖基地的鸡蛋销售总额突破 10 万元，

肉牛养殖通过繁殖，到 2021 年 6 月，数

量可达 40 头，10 亩黄河鲤鱼产业正在

加紧建设中，投入市场后，产值可达 500
余万元，到今年年底预计人均可增加收

入一千元以上，并提供 50 余个就业岗

位。”薛波说。

如今，薛波为前曲峪村老百姓勾画

的美丽乡村“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为

现实，“希望以后这五个产业攥指成拳，

依托附近的十多个沿黄景点，发展美丽

乡村旅游产业，把前曲峪村建设成为山

川秀美、产业多元、村民富裕、乡风文

明、美丽宜居的小康新村！”

黄河岸边的黄河岸边的““造梦人造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