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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动员会

加强纪律教育
培养纪律自觉

本报讯（通讯员张晓杰）日前，市发改局组织召开
以“加强纪律教育 培养纪律自觉”为主题的党风廉政
建设宣教月活动动员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2023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月活动方案》。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沉覆》。

市发改局负责人结合警示教育片中反映的问题，
给全体干部职工上了一堂廉政教育党课。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以案示警，进一步知敬
畏、明戒惧、保底线，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严于修身律己。要时刻
牢记廉政风险时时存在、处处存在，始终保持清醒头
脑，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在工作和生活中自觉加强
自我约束。要牢牢守住第一道防线、把好第一个关口，
将讲党性、重品行、守规矩贯穿工作和生活始终，为发
改事业贡献力量。

市财政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动员会

强化党性修养
筑牢廉洁防线

本报讯（记者刘祥龙）日前，市财政局组织召开财政
系统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暨党风廉政宣教月活动动员会。

会议学习了中央纪委二十届二次全会精神，宣读
了《2023年监利市财政局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
动方案》。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沉覆》和
《警示录》。

市财政局负责人以“强化党性修养 筑牢廉洁防
线”为主题，结合工作实际与典型案例，为全体党员干
部讲授专题党课。

会议要求，全市财政干部要以案为鉴，引以为戒，
举一反三，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自律，坚
守道德高线，守住法纪底线，确保财政干部和财政资
金“双安全”。要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用典型案例
教育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用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进行警
示教育，形成震慑。要不断强化干部作风建设，以正
确的思想和方法抓班子、带队伍，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健康发展。

市住建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动员会

弘扬担当精神
筑牢思想防线

本报讯（记者刘祥龙）日前，市住建局组织召开住建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动员会暨警示教育大会。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共同学习了《警
示录》。会议宣读了《2023年市住建局党风廉政建设
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以目标整
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要通过扎实有效、入脑入心
的宣教活动，使党员干部受教育、有触动。要积极开
展系列警示教育活动，坚持把警示教育作为抓早抓
小、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的必要举措。要坚持将
处分决定“一张纸”变成警示教育“一堂课”。要大力
弘扬担当精神，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品德修养，
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
作作风，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一个平凡的
汪桥媳妇。为爱奔赴千里，用九年春夏秋冬，
诠释着爱心与孝心，不言不弃，无怨无悔。她
就是汪桥镇“最美农村女性”肖慧梅。

远嫁千里 与丈夫相知相守
肖慧梅，出生于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云

潭镇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父母迫于生计，
常年在田间劳作。作为家里的长女，肖慧梅7
岁便开始既当爹又当妈，照顾弟弟妹妹的生
活起居。16岁时，眼看着父母被家庭重担压
弯的身躯，肖慧梅毅然决定休学，外出打工，
补贴家用。

来到广州闯荡的肖慧梅，面对大城市的车
水马龙，迷茫又无能为力。肖慧梅因身体较
弱，干不了苦力活，又因学历太低，找工作难上
加难。后来，她终于在餐馆找到一份服务员的
工作，也就是在这里，她与汪桥镇章清村居民
黄逸相识。

因生意惨淡，肖慧梅打工的餐馆倒闭，正
当她手足无措时，黄逸邀请她来店里帮忙。在
长久的相处中，肖慧梅和黄逸两人慢慢敞开彼
此的心扉，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互诉不易，鼓励
彼此。原以为能慢慢在广州扎根，但黄逸的店
铺不久后也倒闭了，肖慧梅再一次失业。

“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抱怨一下就行了，日
子还得继续。”这是肖慧梅常挂在嘴边的话。
因为肖慧梅的不离不弃和耐心鼓励，尽管困难
重重，两人依旧一起闯荡，携手共进。2008
年，肖慧梅思索再三，决定放弃在大城市工作

的机会，随着黄逸回到汪桥，两人也于当年结
了婚。

当被问到远嫁千里是否有所遗憾时，肖
慧梅笑着说：“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惊喜，小城
市有小城市的安逸，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可以
了。”说到这里，这位农村妇女的脸上有着藏
不住的害羞，但坚定的眼神让人相信，爱可以
战胜一切。或许，除了肖慧梅自己，没有人知
道她心中是否会有一点点的遗憾。但她仍在
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丈夫，守护着这个家。

家境贫寒 靠自己闯出一片天
肖慧梅为爱奔赴千里，面对丈夫贫寒的

家境，也不曾动摇。黄逸家原是村里的贫困
户，家中分有3亩田地。肖慧梅尝试过种田，
但她毫无经验，加上身体较弱，只能把田地转
租给别人。两人决定还是外出打工，维持这
个小家的温饱。

在外打工期间，肖慧梅和黄逸学会了制
酒，于是夫妻俩开始尝试酿酒。一次次的失败
并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燃起了斗志。经
过不断尝试、总结经验，他们终于酿酒成功。
这时，两人决定回乡创业，发展酒坊生意。

资金不足、房屋破损等一系列棘手的现实
问题摆在肖慧梅和黄逸面前，肖慧梅深知，想
要摆脱眼前的困境，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才能
购买酿酒设备，其次要改善房屋环境，满足酿
酒需求。

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当肖慧梅和黄
逸一筹莫展时，市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汪桥

镇政府及村“两委”得知了夫妻俩的情况，为他
们提供了符合条件的政策帮扶。除此之外，每
隔一段时间，村“两委”还会送来一些生活物
资，改善夫妻俩的生活。黄逸的堂哥也伸出援
助之手，主动借钱给他们，解燃眉之急。就这样，
在大家的帮助下，肖慧梅和黄逸开始了漫长而艰
难的创业之路。

肖慧梅知道，创业不能一昧地依靠政府
帮扶，还要进行自我发展。由于没有多余的
钱请工人，黄逸就自己动手设计装修房屋。
经历了3次改造，原本破败不堪的小屋变成
现在的酿酒厂。“酒香不怕巷子深”，酒厂的生
意渐渐稳定。

肖慧梅夫妇并不满足于现状，计划着如何
把自家酒打入市场。与其他酒厂不同，他们决
定不完全依靠餐馆卖酒，而是沉下心来打造高
品质的酒。

去年，家里红薯堆积如山，销路不好。肖
慧梅看着眼前这一大堆红薯，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她脑海中闪现：如果用红薯酿酒，效果会怎
么样呢？肖慧梅立刻行动起来。

有了之前的酿酒经验，肖慧梅用红薯酿酒
也算得心应手。红薯经过预处理、蒸熟后与
酒曲混合，发酵15天后再进行蒸馏。100斤
的红薯大约能够酿出42斤酒，产量输出比较
高。由于是新研发的酒品，还需解决储存问
题，所以暂时还没有投入市场。但很多顾客
听说了这款红薯酒后，都期待着成品。

其实，肖慧梅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
能够研发出一款适合女性喝的酒。

最美媳妇 谱写一首敬老之歌
肖慧梅的婆婆已年过九旬，瘫痪在床多

年。虽然肖慧梅夫妇与哥嫂家商定轮流照顾
老母亲，两个姑姐也时常来照顾老人，但丈夫
黄逸要外出工作，照顾婆婆的重担便压在了肖
慧梅一人肩上。

婆婆瘫痪在床，因大小便失禁而弄脏被
褥的情况时有发生。肖慧梅每次见状，从不
嫌弃，赶紧给婆婆擦洗干净。怕婆婆久躺肌
肉萎缩、生褥疮，肖慧梅就经常给婆婆翻身
透气。在医生指导下，她还学会了按摩，每
天给婆婆揉腿。

简单又繁琐的日常，肖慧梅一直坚持到现
在，她从不喊苦喊累。她说，自己的言行会影
响着子女们，这是教导子女们孝敬父母的最好
表率。

肖慧梅的孝心与耐心，周边人都看在眼
里。肖慧梅大姑姐说起这个弟媳，脸上满是骄
傲和光荣：“慧梅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人，毫无怨
言，有这样一个好弟媳，真是我们家的福气！”肖
慧梅的孝顺善良，也让街坊邻里对她称赞不已。

平凡彰显伟大，真爱铸就幸福。肖慧梅
用一颗金子般的耐心、孝心，无微不至悉心照
料婆婆，谱写了一曲敬老、孝老之歌，她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人间大爱的真善美。
肖慧梅保持着一颗积极进取、真诚善良的心，
努力做好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色，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完成贫困人生的逆袭与超越，为自己
和家人铸造幸福生活的“美丽城堡”。

用“心”酿造“幸福城堡”
——记汪桥镇“最美农村女性”肖慧梅

□ 通讯员 欧阳寒 周倩

国家税务总局监利市税务局聚焦现代化
税收治理工作要求，突出以党建引领铸魂，持
续将“以税兴农、以数治税、民生优先”等理念
融入基层税务治理的全过程，他们正以一个个
美妙的音符，奏响一曲“服务为民、实干兴税、
治理有效”的奋进之歌。

以税兴农 赋能乡村振兴新气象
监利市税务局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三步走”

工作部署，积极寻求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的结
合点，着力打造“党建红、税务蓝、乡村绿”党建
品牌，并将“连线共建有力度、以税惠农有温度
产业帮扶有亮度”的工作目标作为其深刻内涵，
实现管人与管事相结合、带队与治税相统一，真
正形成将党的思想、政策、路线、方针转化为造
福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工作的强大动力。

“连线共建”有力度。连线共建活动是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载体，对夯实村
（社区）党建基础，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接续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截至
目前，监利市税务局已组织相关职能股室与
10个派驻村按有关要求开展以“1+2+N”为主
要内容的党支部“连线共建”活动，即每年至少
在“连线共建”结对村开展一次联合主题党日
活动，每年至少开展讲述身边“以税助农”典型
案例或业务培训２次，每年持续开展党员干部

“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以税惠农”有温度。税收优惠政策是乡

村振兴战略“组合拳”的重要一招，为此，监利
市税务局积极编印《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
指引》，并组织业务骨干深入乡村农企农户、
田间地头，全力落实惠农助农政策，精准施
策，细心呵护和扶持“三农”，对农膜、批发和
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和农机等农业生产资
料等增值税实现“应免尽免”，切实减轻农民
负担。

“产业帮扶”有亮度。监利市税务局乡村
振兴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充分利用本地自
然资源优势，不断探索优化“虾稻共作”生态种
养产业模式，推动村级经济发展，带动村民共
同富裕。2021年以来，毛市镇卸市村350户
养殖户每年实现户均产值136588元，户均纯
收入达58571元，远远高于传统的种植收入。
近期，由监利市税务局申报的《“研、讲、推”多
措并举 税助虾稻产业》案例正式入选国家税
务总局优秀案例并受到通报表扬。

以数治税 拓宽为民服务新阵地
监利市税务局坚持“以数治税”理念，以基

层党建“书记项目”为抓手，积极打造“云端微
厅”，持续提升“非接触式”办税率，真正实现涉
税业务“网上办”，云服务24小时“不打烊”。

打造“一个项目”。监利市税务局向市
委组织部积极申报2023年度基层党建“书
记项目”《云服务“不打烊”心体验“馨感
觉”》，旨在依托“互联网+”力量，建设电子
税务新生态，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真正做到减事项、减次数、减时间，用税
务党员干部的便民“初心”换纳税人、缴费
人的“舒心”。全市“非接触式”办税率由
2022年的95%提升至98%。

营造“一个氛围”。在全系统无接触式办
税窗口佩戴“网上办税 先锋有我”胸牌，同时
佩戴党徽，亮明党员身份，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并推出“党员示范岗”，由党员干部直接承
担办税引导、资料预审、业务解答等工作，为
纳税人和缴费人提供全流程的业务指导。

借力“一个中心”。精心打造征纳互动运
营中心，由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党员干
部通过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征纳互动平台远程
帮办、远程辅导纳税人和缴费人，实现从无差
别服务向精细化、个性化服务转变，并借助特
定的网络渠道传递资料，充分保证企业数据
的安全性，全面提升了纳税人和缴费人的办
税体验。

民生优先 开创基层治理新“枫”景
监利市税务局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三抓”

等举措全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真正实现
“小事不出分局、大事不出市局、矛盾就地化
解”，开创了一道基层治理靓丽“枫”景。

抓引领。做实“支部建在股室上”，夯实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主体责任，坚持管业务的
同时管干部、抓工作的同时抓思想，发挥党支
部工作“日常平常经常”优势，做实思想政治
工作，实现重点对象党员党性唤醒、责任唤
醒、行为唤醒，引导依法依纪依规反映诉求、
解决问题。

抓源头。在办税厅重点场所成立“枫桥
式”党员突击队，以《监利市税务局办税厅值班
人员工作纪律》为指导，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
涉税引导、主动问需等服务。今年以来，“党员
突击队”开展值班问需65人次，收到纳税人、
缴费人的税情反馈85条，化解矛盾8起，满意
率达100%。

抓共治。一方面，监利市税务局加强与
政法委、信访、公安等部门联系，建立信访共
治机制，采用专业化手段摸清信访对象动态，
稳控信访对象，在协同共建中织密基层治理
与服务网络。另一方面，监利市税务局吸纳
人大代表、民间人士、企业家等社会力量参与
矛盾化解，聘请法律顾问，为信访对象提供专
业法律服务，引导信访对象运用法律手段解
决问题。

市税务局践行“三种理念”助推基层税务治理——

党建引领服务为民 基层治理行稳致远
□ 通讯员 谢岳明

聚焦清廉监利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