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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溪回访教育暖人心
本报资溪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柳志宏）“受处分后，很

担心领导同事会用有色眼镜看我。你们多次回访让我感受

到组织的不抛弃不放弃，给了我鼓励和关爱，帮我卸下了思

想包袱。”近日，在接受资溪县纪检监察干部的回访教育后，

县教科体局受处分干部胡某感慨道。

去年 9 月，胡某因酒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这使得胡某

情绪低落。资溪县纪委监委审理室干部会同办案人员多次

对其进行回访教育，打开了胡某心结。随后，胡某积极投入

工作，以实际行动体现回访教育的成效，带头执行干部个人

扣分并取消年度评优争优资格，以自身案例教育引导全县

教师遵纪守法。

为打消“跌倒”干部的担忧，不让一个人掉队，资溪县纪

委监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断提升回访教

育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实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今年以

来，该县纪委监委已对 32 名受处分党员、监察对象开展回

访教育，让多名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再出发。

宜春住房公积金
异地业务“不用跑”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海斌）宜春市推出住房公积金业

务网上办理和“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实现了异地业务“一

次不跑”，群众“零差评”。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宜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

推进减时间、减环节、减材料，单位住房公积金业务审批办

结压缩至 1个工作日，提取业务审批时限由 3个工作日缩短

至 2 个工作日以内，贷款审批时限由 7 个工作日缩短至 5 个

工作日以内。职工办理所有住房公积金业务，均只需携带

原件或电子证照，无需提供任何复印件。宜春还拓展个人

网厅、赣服通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共提供网上政务服务事

项 27项，极大方便了缴存职工。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12 月 20 日，记

者从省总工会获悉，为有效帮助在职职工

减轻因住院医疗所产生的经济负担，进一

步拓宽保障面，提高受益率，增强影响力，

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实

施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保障互助计划。

凡江西省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年龄在 16 至 60 周岁的在

职职工 ,均可由所在单位工会集体组织

参保，成为省职工保障互助会会员。同一

单位参加本计划的人数应不少于符合参

保条件在职职工总数的 75%（含），参保单

位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少于 25 人（含）的

必须 100%参保。

该计划保障期限为 1 年，职工由所在

单位工会集体组织参保，缴费期限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保障期

限从 2022 年 7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24 时止。参保费为每人 120 元/年，

每人限保 1份，超出的份数视为无效。

参保会员在保障期限内享受住院医

疗补助、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补助及身故

补助。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等统筹支付后的自付部分（不

包含自费医疗费用），扣除起付标准后，采

取单次住院按分段计算的办法给予补助，

已获得过的补助不得与下一次补助累计，

每个保障期补助最高金额为 20万元。

该计划不设健康前置条件，不限职

业，不设免责期，对恶性肿瘤住院手术后

转移到门诊延续治疗的慢性病（放疗、化

疗和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实行统一政策

报销。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在收到参保会

员齐备的补助申请材料后，15 个工作日内

经调查核实无误后给付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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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双减”工作“组合拳”
本报九江讯 （记者周亚婧）12 月 15 日中午，铃声响起，

九江小学校园里童声渐起：花样跳绳、打篮球、踢足球……

丰富多彩的大课间活动洋溢着学生们的欢声笑语。

九江小学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将“双减”作为学校工

作“一号工程”，打出一系列“组合拳”，结合中小学“作业、睡

眠、手机、读物、体质”五项管理的要求，通过减少作业负担、

调整作息时间等方式，切实让学生成为“双减”政策的受益

者。同时，在提升“双减”质量上下功夫，通过组织开展“推

门听课”和“骨干教师展示课”的“两课”活动等方式，努力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做到作业减时减量不减效。开展校内课

后服务工作，丰富学生校园生活，通过家长课堂、家访活动，

引导家长共同为学生营造健康快乐的学习生活环境。

“吴大爷，下次您可把这个牛绳系

紧了，别让牛再走丢了！”12 月 10 日下

午，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刑侦大队

大队长饶庆华来到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枫林镇中村村做案件回访时，拉着 70
多岁五保户吴大爷的手反复叮嘱。

故事要从一年前讲起。去年 10 月

的一天，三清山分局接到辖区居民吴大

爷报警称：他在山上放养了 4 头黄牛，

其中 1 头公牛不见了。20 多天来，他四

处寻找都没有发现牛的踪迹，无奈之下

只好向警方寻求帮助。

对于吴大爷来说，黄牛几乎是最值

钱的家当了。接警后，民警立即随同吴

大爷上山，勘查现场、调看监控视频、走

访周边群众，但由于现场山高林密，加

上走丢时间过长，一时间未能找到失踪

黄牛的有效线索。这期间，民警并未放

弃侦破工作。

今年 10 月，民警通过工作了解到，

玉 山 县 必 姆 镇 李 某 家 一 头 牛 有“ 嫌

疑”。民警赶到李某家查看发现，这头

牛的外形特点，确实和丢失的那头公牛

较为吻合。李某称，这是他花了 8000
多元从三清山村民陈某手上买来的。

在接受警方询问时，陈某称，他家养了

好几头牛，这头牛是自己跑到他家的，

一直没有人来找，恰逢李某来选牛看中

了它，他就把牛卖给了李某。

如何用科学严谨的手段确认这头牛

就是吴大爷家走丢的那头牛，成了办案

民警最头疼的事情。上网搜索、四处咨

询……办案民警终于找到解决办法——

通过 DNA 鉴定确定牛的身份。由于省

内没有这类专业机构，民警几经打听得

知，设立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具备非人源 DNA 鉴定技术。民警第一

时间分别采集了吴大爷家的母牛、小牛

和疑似走失的这头公牛共 3 份血样寄

往上海。11 月 15 日，结果反馈回来了：

通过 DNA 鉴定，三牛之间存在血缘关

系。也就是说，这头牛就是吴大爷丢失

的那头牛。

拿着鉴定书、带上吴大爷，民警对

陈某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11 月 18
日，陈某的家人出资 1.5 万元将牛从李

某家赎回，还给了吴大爷。丢失一年多

的公牛失而复得，吴大爷紧紧拽着牛绳

激动万分，向民警连连道谢。

“群众的事情再小，对我们来说都

是大事，每件都要用心办好。”饶庆华告

诉记者。

近日，瑞金市公安局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现

场讲解和散发宣传资料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讲解

毒品的危害以及如何远离毒品。图为经开区派出所民警组

织学生观看禁毒展板。 通讯员 邓飞龙摄

12 月 12 日 18 时 30 分许，资溪县

城关小区的付吉平与往日一样，下班

后第一时间回到家，帮母亲照顾瘫痪

在床的父亲。

“浪子回头金不换呀，他完全变

了一个人。”左邻右舍谈及付吉平的

变化纷纷竖起大拇指。

原来，付吉平以前与爱人在县城

开面包店，虽是夫妻店，但生意很红

火，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但 2010 年前

后，付吉平因交友不慎，染上了吸毒

恶 习 ，成 了 一 个 人 见 人 嫌 的“ 瘾 君

子”。老婆因此和他离了婚，面包店

也倒闭了，亲戚朋友见了付吉平躲得

远远的，左邻右舍也不待见他。

“好好的家业被我败光，原本和

睦幸福的家也散了，我也曾想过各种

方 式 戒 毒 ，但 一 直 没 走 出 戒 毒-复

吸-戒毒的恶性循环。”付吉平说。

幸运的是，2019 年初付吉平遇到

了资溪县“626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626 服务中心”是专门对吸毒人员进

行管控和帮扶的机构。中心帮扶人

员葛冰 2019年开始结对帮扶付吉平。

心瘾难戒！作为“626 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葛冰很清楚这一点。从付

吉平走出戒毒所那天起，葛冰定期安

排他检查身体，并进行心理辅导，两

人每周至少见一次面。

在葛冰的帮扶下，付吉平成功戒

毒。但人生重启，并非易事，由于有

着不光彩的过去，又没有一技之长，

付吉平当起了“啃老族”。

“你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

母都 60 多岁了，你还伸手找父母要钱

吃喝，这是不孝。”葛冰的这番话，让

付吉平心里很是惭愧，他开始想着改

变自己，做个自食其力的人。

看到付吉平有了强烈的就业意

愿，“626服务中心”以资溪县工业园区

招工为契机，帮他牵线搭桥，进了当地

一家知名大型食品企业做普工。付吉

平吃苦耐劳，善于钻研学习，很快从一

名普工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现在，

他担任了食品车间品质管理部主任，

每个月有5000余元的收入。

“我今年 49 岁，又有了体面的工

作，一定会敬业爱岗，追回逝去的光

阴。”付吉平说，他重获新生所走过的每

一步，都离不开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的关怀和帮扶，自己一定会好好珍惜今

天的来之不易，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验血寻牛
本报记者 余 燕

浪子回头
本报记者 洪怀峰

“你的信访件属于合同纠纷，建议进行起诉处理，如果

有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12 月 16 日，大余县

委信访局接待大厅内，工作人员正根据信访分类处理清

单，指导群众利用合理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之前，部分群众因无法准确区分权属纠纷、合同纠纷、

劳资纠纷等与正常信访事项，遇到问题习惯性找信访部

门。针对这些情况，大余县成立访前法律工作室，开展信

访诉求分析研判，畅通信访诉求沟通渠道，深化信访诉求

专业疏导，推动“诉访分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

访前法律咨询服务调处群众需求

日前，大余县某大药房员工吴某专程打电话到信访

局：“感谢你们帮我解决了工伤赔偿问题！”原来，吴某因上

班时不小心受伤住院，出院后药店老板以未与其签劳动合

同、未缴纳“五险一金”和不属于正式用工为由，不愿承担

工伤赔偿等费用。

为给自己讨个说法，吴某到县委信访局请求帮助。在

访前法律工作室，值班律师听取情况介绍后，出具了《法律

建议函》，指出双方已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又是工作

期间受伤，明显符合工伤情况。吴某根据《法律建议函》与

药房老板协商。最终，药房老板同意支付工伤赔偿，吴某

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据介绍，近年来，大余县信访部门处理的来访事项约

85％以上属于非信访事项受理范围。如何既让信访工作

“轻装上阵”，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信访件上，又让群众合法权

益得到充分保障？大余县探索成立访前法律工作室，选任

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强、善做群众工作的律师，开

展访前分析和甄别，并将信访事件精准分流为法定途径、行

政调解、人民调解、信访受理、不予受理等五大途径。今年1
至 11 月，大余县信访部门初访量 588 件，导入信访渠道 88
件、行政调解渠道280件、人民调解渠道151件、法定渠道69
件，停访息诉率达93.7%，信访法制化不断提高。

访前法律工作室极大推动了“诉访分离”，增强了为民

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为提高律师服务效率，去年专门

成立访前法律工作室律师团，由 15 名律师或法律工作者、

2 名心理咨询师组成，目前共接访 150 余批 600 余人次，参

与案件调解 96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50余次。

政府购买服务化解信访“疑难杂症”

去年，陆某带领 20 余名农民工来到大余县从事松线

病疫木清理工作，完工后因双方存在争议，陆某等未及时

拿到工钱，于是到信访局求助。了解陆某诉求后，县委信

访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邀请经验丰富的律师一起“会诊”，

找准问题症结，最终帮助陆某领到了被拖欠的工钱。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调处化解疑难信访案件，解

决了大量信访事件，包括一批信访‘疑难杂症’。”县委信访

局局长李子荣介绍。2015年，县里出台了规范且操作性强

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调处化解疑难信访案件政策，县委信

访局根据政策，将疑难信访案件委托给人民调解委员会或

法律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和团体，依法开展化解工作，工作

经费由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补助。对列入政府购买

服务范围的信访积案，允许多方认领，合理竞争。认领方以

独立第三方身份参与信访调处工作，为群众释法明理、提出

处理意见、建议及引导依法申诉，同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据了解，2015 年以来，该县每年都将一批“骨头案”

“钉子案”列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范围，由社会专业力量认

领化解。目前已累计认领 99件，调处化解 86件，该县重信

重访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精准分流 对症下药
大余县推动“诉访分离”化解信访“症结”

吴寿生 本报记者 邹晓华

12 月 16 日，位于兴国县龙口镇都田村的塘背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已成为金橙满园

的生态家园。 特约通讯员 陈 鹏摄生态家园

访前法律工作室工作人员为群众进行法律指导。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