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年 1月 15日，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走进
衡山县，开始考察当地农民运动。当天晚上，他
在位于白果乡（今白果镇）的衡山第二区农民协
会会址圣帝殿召开了座谈会。

“他晚上在我爷爷刘友琴家住宿，两人深入
探讨了农民夜校的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和经费
渠道等问题。”在白果镇海龙湾，刘子新告诉我
们，爷爷时任岳北农民夜校校长，1928年在家中
被敌人围捕时投塘牺牲。

如今，刘友琴烈士老宅已经被拆除重建，变
成了一栋砖瓦平房，但大厅内悬挂的革命烈士
证明书和门前的清澈塘水，映照出一名革命烈
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坚定的信仰与不变的追求。

考察中，毛泽东还前往岳北农工会会址刘
捷三公祠视察，并召开调查会，了解岳北农工会
的情况，表扬岳北农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
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地闹革命。

衡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熊仲荣介绍，当
时，白果乡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谣是这
样说的，“赵恒惕亲结亲，穷人头上压乌云。丧田
失地无活路，讨米逃荒进牢门。”1923年4月，湖
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
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
乡白果乡开展农运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1923年9月15日，湖南第一个农民革命组织——
衡山岳北农工会成立。不到3个月，会员发展到
10万余人。岳北农工会领导贫苦农民开展阻谷
平粜、减租减息等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在白果乡，毛泽东通过走访、座谈还了解
到：贫农在农会中占 90%，农会掌了权，严惩了
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实行了减租减息，破除迷
信搬进庙堂，办起了夜校培训了大批农运骨干；
妇女们剪发、放脚，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
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农会还

组建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
这些都让毛泽东兴奋不已。“贫农猛烈之打

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
乡村之封建政治。”

此时，毛泽东已经强烈意识到，农民问题是国
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
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
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
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考察白果乡后，岳北农民运动深入
发展，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一浪

高过一浪。
如今，在白果镇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农民依

然在不断改革创新，走在新农村建设的前列，他
们不断解放思想，紧跟时代的脚步，靠双手创造
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下转4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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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距开幕还有 天1010

本报江西宜春讯（记者 陈静） 5月 29日，
湘潭市党政代表团来到江西宜春考察。其间，
双方在高安召开合作发展交流座谈会，共叙两
地情谊，共商合作事宜，共谋新时代潭宜两地高
质量发展。

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
宜春市委书记于秀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湘潭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迎春，宜春市委副书记、市
长严允分别介绍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湘潭
市领导陈忠红、周晓理、吴志雄、陈小山、刘永珍
和宜春市领导袁川、胡江萍等参加。

曹炯芳首先感谢宜春市委、市政府对学习
考察给予的精心安排。他表示，湘潭和宜春地
缘相近、市情相似、体量相当，两地可亲、可比、
可学、可融。宜春在园区经济、产业发展、乡村
振兴、县域经济等方面创造了好做法好经验，为
湘潭树立了标杆。宜春解放思想、敢于求变的
劲头，赋能优势、拉长长板的做法，真抓实干、砥
砺奋进的作风，尤其值得湘潭学习。高安是宜
春发展变化的一个代表，是湘潭感受宜春发展

脉动的一个缩影，考察期间，高安经济社会的发
展成就，特别是乡村振兴的大好势头、民生改善
的良好成效，令人钦佩。

曹炯芳说，希望两地围绕乡村建设、农村改
革、产镇融合、特色农业产业培育等方面，开展
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互帮互促、共同进步；深
化在商贸物流、生猪生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领
域的项目合作和市场对接，加强资源、资金、人
才等要素共享，推进联动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搭建合作平台、畅通交流渠道，通过研修培训、
考察学习等方式，组织两地党政间、行业间、企
业间的人才交流和互访，促进共同成长；建立更
加紧密的交流机制，共享经验、深化合作、携手
奋进。

于秀明代表宜春市委、市政府对湘潭市党
政代表团来宜考察交流表示欢迎。他说，湘潭
是红色文化胜地和湖湘文化发源地，走出了一
批开国元勋和文化名人，其中，毛泽东、彭德怀、
黄公略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在宜春转战、开辟
革命根据地，为宜春注入了红色基因、熔铸了红

色血脉。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把
宜春和湘潭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当前，党史学
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伟人故里来到红色宜春
交流共进，正逢其时、令人感佩。

于秀明说，湘潭人杰地灵、经济活跃、产业
坚实，拥有 13所高等院校和 31所职业院校，在
校大学生和职校生超过 20万人，被纳入长株潭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20多个国字号发展平
台，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6000万人次，发展基
础实、态势好、后劲足。宜春和湘潭同属中部地
区重要战略节点城市，发展水平相近，产业基础
相当，踏上新征程、奋进“十四五”，期盼两市携
手共进、深化合作，推动战略协同共谋、产业协
作共赢、生态环境共治，共同走出一条优势互
补、共赢发展的新路子。

当天，湘潭党政代表团考察了高安的上湖
乡富硒辣椒产业园、数字物流产业园大数据中
心、祥符镇西湖村、大城镇巴夫洛田园综合体
等，实地了解现代农业和数字物流产业发展、乡
村文旅融合等工作。

宜春·湘潭合作发展交流座谈会在高安召开

共享经验 深化合作 携手奋进
曹炯芳、于秀明、张迎春、严允等参加

“重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路”第三站，看如何践行“群众路线”——

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
本报记者翁灵娜杨阳

“目前我们村还没有公交车通行，小孩
上学、村民出行非常不方便，能不能请经开
区的同志帮我们向公交公司协调一下，开
通一条到我们村的公交线路。”4月1日，响
水乡塘高村的部分村民向湘潭经开区的走
访人员反映了这个问题。

接到群众反映后，湘潭经开区上下联
动，迅速行动，协调市公交公司于4月12日
开始调整了综保区-万达广场河东专线某
趟车次的线路。看到公交车驶入村里，村
民十分欣喜。自湘潭经开区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这样的欣喜还在
不断上演。

知责思进，高位推动有力度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湘潭经开
区始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尺，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为契机，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为此，
经开区制定了《关于在全区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要求各
部门各单位准确把握总体要求，精准聚焦
重点任务，注重分类分层次分步骤组织实
施，针对不同情况，迅速制定工作方案；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结
合各行业实际，立足本职岗位，从最困难的
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
的利益出发，紧盯教育医疗、城市建设、生
态环保、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梳理解决一

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

分类走访，精准发力有深度

为群众办实事成果是检验党史学习教
育成效的“试金石”“晴雨表”。湘潭经开区
大力践行“为民办实事”，锚定目标下功夫，
因地制宜出实招，既做好规定动作，又创新
自选动作，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第一步，高质高效推进一件件实
事落地。重点突出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

“我为群众排忧愁”“我为基层优服务”“我
为乡村振兴助帮扶”“我是志愿者我来帮”
的“四为一帮”办实事实践活动。各部门结
合自身工作，研究确定重点民生项目清单，
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确保实事项目
落实掷地有声。干部们带着清单来到田间
地头、车间工厂，俯下身沉下心，广泛开展
大走访大调研，共梳理“我为群众办实事”
清单 100个，涵盖了企业难题、群众忧愁、
基层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微心愿等五
个大类的问题。收集梳理了问题后，积极
回应群众、企业期盼，进一步提升服务效
能，为园区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企业公章、
企业发票专用章、企业财务专用章、企业法
定代表人私章四枚印章。 下转4版③

湘乡市粮食局退休干部何少尧，跟粮食打
了一辈子交道，却连亲生女儿都不知道，他原来
还有一个身份：新中国成立以来湘乡监察委任
命的首批人民监察通讯员。这个身份直到最近
整理家中老物件时，意外发现一张珍藏 67年的
任命通知书，儿女们才知晓。

粮站保管员成“编外”纪检干部

“我们小时候的日子那真的苦啊！”在湘乡
城区一老旧小区，90岁的何少尧老人讲起几十
年前的往事，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何少尧出生于贫苦农家，仅上了两年半的
学，就辍学回家到矿山当童工，成了家庭谋生的
主力。1950年，何少尧 18岁那年，一次偶然的
机会，勤快、灵泛的何少尧被下乡蹲点住在他家
的湘乡县梅桥区某区领导“相中”为警卫员，4年
后进入梅桥区粮站工作，任粮站保管员，吃上了

“公家饭”。
“小何，你先别忙活了，赶紧去县里开个

会！”1954年 8月的一天，何少尧正与同事们忙
着称粮、卖粮，忽然被粮站主任紧急通知去县里
开会。

到了会场，黑压压地坐满了几十号人，何少
尧听了好一阵才明白，这是一个培训班，坐在主
席台上的是县委书记。培训结束，何少尧收到
一张任命通知书，“兹任命何少尧为本委人民监

察通讯员 特此通知 湘乡县人民政府人民监
察委员会 1954年 8月 21日。”就这样，因为工
作表现好，为人勤勉正直，何少尧成了湘乡县监
察委任命的首批人民监察通讯员。

“被冤枉”事件坚定履职初心

收到任命通知书的那一年，何少尧22岁，参
加工作才几年，对于自己新“兼职”的监察员身
份，他觉得责任重大，却又对具体职责不是很明
白，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不久后发生在自己
身上的一件事，让他坚定了当好这个“编外”纪
检干部的想法。

一天晚上下班后，何少尧像往常一样，负责
对当天粮站收入的粮票进行统计汇总和对账，
发现少了 1000斤粮票，他马上向组长进行了汇
报。上级粮食部门及纪检部门迅速成立调查组
展开调查。由于何少尧是粮票经手人，调查过
程中，他成了最大的嫌疑对象。何少尧明知自
己没有拿，却百口莫辩。 下转4版④

一纸聘书传家风
本报记者 谢雨芬

高位推动 精准发力 务实为民
——湘潭经开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戴宁 通讯员 王瞾

2020年4月，湘潭县纪委监委在石潭、
杨嘉桥、花石 3个乡镇试点派驻村级纪检
员制度，12月，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全县
320个村实现派驻村级纪检员全覆盖。一
年来，派驻村级纪检员认真履职，在全过
程、全天候监督，打通微权力运行贴身监督

“最后一公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
为反腐一线“哨兵”。

谁来监督？

“这个程序不符合规定，得先召开村民
代表会议。”今年 3月中旬，湘潭县谭家山
镇高丰村在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时，
考虑到村民大多外出务工，难得凑齐开会
人数，准备经村“两委”提名后直接任命，派
驻村级纪检员唐左旗得知情况后及时制
止，并告知选举程序。随后，村“两委”严格
按程序规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了两名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在农村基层监督一线，同级监督太软、
上级监督太远的问题是制约监督实效的一
大短板，推进派驻村级纪检员制度改革，就
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监督的现状。

针对这一现象，从去年4月份开始，湘
潭县纪委监委探索实行派驻村级纪检员制
度，按照“县派乡管”的模式，在石潭、花石、
杨嘉桥三个乡镇试点，选派了76名村党组
织第一书记担任派驻村级纪检员。12月
底，试点工作全面铺开。

湘潭县明确，派驻村级纪检员主要从
村党组织第一书记中选派，各村设立纪检
工作联络室，构建“一室三员”村级监督体
系，由派驻村级纪检员担任负责人，村党组
织纪检委员、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为工作
人员，统筹村级监督力量，形成“各司其职、

各有侧重、互相制约”的工作格局。
为什么主要从第一书记中选派？县纪

委监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出
于不增加人员编制的考虑，更重要的是，第
一书记长期驻村从事帮扶工作，熟悉村上
情况，由他们来担任派驻村级纪检员，可以
充分发挥驻村优势，强化对村“两委”干部
的近距离、全天候监督。

怎么监督？

2020年 5月初，湘潭县石潭镇象塘新
村派驻村级纪检员丁志勇接到举报，该村
党总支副书记未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违
规低价出租原枫树亭学校学农基地。于
是，他按照问题上报有关程序，迅速开展线
索初步摸排，并将该问题及时上报石潭镇
纪委，同时积极协助镇纪委开展初核工
作。后查明问题属实，经石潭镇党委集体
研究决定，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目前相
关人员已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是湘潭县派驻村级纪检员聚焦“四
项职责”，有效开展贴身监督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理顺派驻村级纪检员工作机
制，形成县、乡（镇）、村三级监督各有侧重，
一体联动的工作格局，湘潭县纪委监委出
台《关于在全县推行派驻村级纪检员制度
的实施方案》，明确派驻村级纪检员的工作
职责和履职方式，赋予派驻村级纪检员四
项基本职责，即监督驻在村村“两委”落实
上级党委、纪委决策部署情况；指导和监督
驻在村党组织纪检委员、村务监督委员会
履行职责；对驻在村“三重一大”“四议两公
开”制度要求落实情况进行再监督、再检
查；监督驻在村村“两委”干部依法依规履
职和廉洁自律情况。 下转4版①

“将改革进行到底”优秀改革案例报道⑦
湘潭县探索派驻村级纪检员制度——

监督执纪直抵“神经末梢”
本报记者 谢雨芬

采访团参观岳北农工会斗争史实陈列馆。（本报记者 罗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