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2024年 11月 12日 星期二

E-mail：ycdaily@126.com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日前，中央组织部负责
人就《意见》制定和贯彻实施等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意见》的背景
和意义。

答：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和
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完善
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
群体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采取精准有
效的教育管理措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部署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中央组织部在总结实践经验、深入
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
起草了《意见》。制定出台《意见》，对于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提高新时代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组
织引导流动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锻造一支充满活力的先锋力量，具有
重要意义。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的总体考虑
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党员队伍建设，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推动流动党员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同时，还存在少数流动党员去向难
掌握、管理难落实、活动难组织、作用难
发挥等问题。我们在起草《意见》时，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
精准有效、关爱服务的要求体现到流动
党员管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问题导向，
以求解优解思维、务实管用措施解决流
动党员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
持系统观念，把流动党员管理放到整个
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进行
统筹，注重相关政策措施系统集成、协同
联动；坚持求真务实，根据现实条件和工
作基础，提出可操作、好落实、能见效的
具体要求；坚持改革创新，总结基层经验
做法，将比较成熟的措施做法吸纳到《意
见》中来。

《意见》共 5 个部分、18 条，从及时将
流动党员纳入流入地（单位）基层党组
织、落实基层党组织管理责任和流动党
员责任要求、抓实流动党员日常教育管
理、加强流动党员党组织建设、加强组织
领导等 5 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任务措施和具体
要求。

问：及时将流动党员纳入流入地（单
位）基层党组织是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
基本目标，《意见》提出哪些要求？

答：一是为便于基层准确认定和把
握，将流动党员界定为因工作、学习单位
或居住地发生变化，没有转移正式组织
关系，连续 6 个月以上不能参加正式组
织关系所在党支部活动的党员。二是通
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对流出党员、
流入党员进行登记，运用信息手段督促
流动党员向流入地（单位）基层党组织及
时报到。三是区分不同情形，对规范流
动党员纳入党组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四是按照党员正式组织关系应转尽转原
则，针对流动党员不同情形，分别提出做
好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具体要求。

问：《意见》对落实基层党组织管理
责任和流动党员责任提出哪些要求？

答：建立流出地（单位）、流入地（单
位）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清单，推动基层党
组织和流动党员明责履责尽责，是抓好
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关键。《意见》根据
新形势新任务，明确了流出地（单位）、流
入地（单位）基层党组织管理责任和流动
党员责任要求。一是以党员正式组织关
系隶属作为落实党组织责任的依据，明
确流出地（单位）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
部负有主体责任，流入地（单位）基层党
组织落实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责
任。二是明确流出地（单位）基层党组织
管理责任，从及时掌握党员外出流动情
况、确定专人定期联系流出党员、按照规
定做好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组织开展线
上学习、引导流出党员发挥作用、做好优
秀流出党员表彰相关工作、加强流出党
员 监 督 管 理 等 方 面 ，明 确 7 项 具 体 责
任。三是明确流入地（单位）基层党组织
管理责任，从及时掌握流入党员情况、确
定专人与流入党员保持联系、组织流入
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做好流入党员关怀
帮扶工作、开展民主评议、加强流入党员
日常监督等方面，明确 6 项具体责任。
四是根据流动党员特点，从外出前向正
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报告、向流入地

（单位）基层党组织报到、与流出地（单
位）基层党组织保持联系、外出等有关情
况发生变化时及时报告、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等方面，对流动党员提出了 5 项责
任要求。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对抓实流动
党员日常教育管理提出了哪些工作措
施？

答：立足工作实际，《意见》对抓实流
动党员日常教育管理提出了 4 方面工作

措施：一是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凝心铸魂，组织流动党员参加党内
集中学习教育，采取灵活多样形式开展
经常性教育。二是按照党员组织关系一
方隶属、参加多重组织生活的方式，组织
流动党员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三是
激励流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不
同类型流动党员实际出发，采取设立党
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和开展党员承诺
践诺、志愿服务等方式，组织引导流动党
员在本职岗位上履职尽责，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加强城乡基层治理、联系服务
群众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四是加
强对流动党员的关怀帮扶，保障流动党
员正常参加组织生活、行使党员权利。
坚持精神激励、人文关怀与物质帮扶相
结合，为流动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培训、
权益保障等提供帮助。

问：《意见》对加强流动党员党组织
建设提出哪些要求？

答：流动党员党组织是加强流动党
员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意见》 从注
重规范建设和日常管理的角度，对加强
流动党员党组织建设提出 3 方面要求：
一是规范流动党员党组织设置，明确在
流动党员人数较多、相对集中的地方和
单位，经县级以上党委批准，可成立流
动党员党组织，并对流出地、流入地党
组织成立流动党员党组织的方式、隶属
关系等提出要求。二是明确流动党员党
组织职责任务，主要包括加强流动党员
经常性教育和日常管理，开展政治学
习，组织开展组织生活，进行民主评
议，引导党员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
权利，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同流动党员
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联系，通报民
主评议以及日常表现情况，做好接收入
党申请书、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等工
作；做好流动人员的团结凝聚和联系服
务工作。三是加强流动党员党组织运行
管理，要求对流动党员党组织进行调查
摸底，加强规范管理，选优配强流动党
员党组织负责人，强化服务保障，推动
积极发挥作用。

问：《意见》对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工
作组织领导提出哪些要求？

答：《意见》从 4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
要求：一是建立齐抓共管工作体制，要求
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党委要把加强和改
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作为党的建设重要
任务和经常性工作，纳入基层党建工作
责任制，加强领导和指导；各级党委组织
部门要加强对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具体
指导，督促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同党委
社会工作部门和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等部门，定期通报和研究流动党员
管理工作，促进流动党员管理信息共
享、工作共抓。二是加强党务工作者
队伍建设，要求县级党委对流动党员
较多的基层党组织，充实工作力量，采
取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加大指导
力度；加强对从事流动党员管理工作
的基层党务工作者政治能力和政策业
务培训。三是加大支持保障力度，要
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划拨一定额度党
费，用于开展流动党员教育培训、流动
党员党组织开展活动、慰问帮扶生活
困难流动党员等；统筹党群服务中心、
党员教育基地等各类阵地资源，向流
动党员开放活动场所，针对不同类型
流动党员需求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
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四是加强督促
检查，要求将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纳入
巡视巡察、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
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以具有
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工）委为
单位，明确流动党员管理具体工作事
项，抓好工作落实；县级党委组织部门
利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工作
调度。

问：文件出台后，关键在落实。请
谈谈如何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

答：各级党委 （党组） 要把流动
党员管理工作作为加强新时代党员队
伍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切实把流动
党员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一是
加强学习培训。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专题学
习、交流研讨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
和流动党员准确领会 《意见》 精神，
严格落实 《意见》 要求。中央组织部
将适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等方式，
抓好 《意见》 的学习培训和政策解
读。二是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党委

（党组） 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
推动流出地 （单位） 基层党组织、流
入地 （单位） 基层党组织和流动党员
三方责任全面落实，切实抓好流动党
员理论武装、纳入党组织管理、参加
组织生活和流动党员党组织建设等各
项工作。三是细化工作措施。各地区
各部门 （系统） 要结合实际抓好 《意
见》 贯彻落实，确保抓细、抓实、抓
出成效。要注意用好全国党员管理信
息系统，运用信息手段做好流动党员
登记接收、组织关系转接、组织生活
管理等工作。四是加强督促指导。要
通过情况调度、调研督导等方式，了
解掌握 《意见》 贯彻落实情况，及时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流动党
员管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做好新时代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11月11日，空军八一飞行表
演队在珠海进行适应性飞行训练。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将于 11 月 12 日在广东珠
海开幕。11 月 11 日，空军八一飞
行表演队和空军航空大学“红鹰”
飞行表演队展翅珠海，以独特的
方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
立 75周年。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上接第一版）
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棋盘里，

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以“千万工
程”为引领，运城坚持把发展产业、
富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依托生态
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近年来，
运城坚决扛牢稳粮保供政治责任，
在稳基础、扩种养、深加工、优品质
上下功夫，狠抓“粮果菜畜渔药林”
七大产业，全面做好“土特产”文章，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不断提升农业
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随着“千万工程”的不断深入，
运城广袤乡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
力。蔬菜年产 248.9 万吨、肉蛋奶产
量 61 万吨，水产品达 2.6 万吨，中草
药产量 33 万吨、各类水果年产量达
638 万吨……这份丰收答卷中处处
隐藏着运城农业的跃迁密码。

夏县西瓜、绛县樱桃，稷山鸡
蛋、垣曲猴头菇……一村一策，一村
一品，一村一韵，运城各地“因地制
宜选择富民产业”，一个个特色产业
由小变大，“各展其长”——一个苹
果，甜了生活；一粒樱桃，红了日子；
一 片 茶 叶 ，美 了 乡 村 ；一 枚 鸡 蛋 ，

“链”起百亿元大产业……

提升治理效能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忙完秋收，村民们的生活节奏
慢了许多。午后，永济市虞乡镇柳宗
元广场上人头攒动，处处欢声笑语。
象棋桌旁，下棋、观棋的村民围得里
一圈外一圈。“将军！”65 岁的王建
革棋高一着，声音洪亮。摆棋的工
夫，王大爷和记者唠起了家常：“广
场上白天下棋，晚上跳舞，偶尔还有
篮球比赛，比城里还热闹！”

文娱有场所，出门见游园，“30
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30 分钟公
共服务圈”一应俱全……在“千万工

程”实践中，运城市坚持塑形和铸魂并
重，坚持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
共资源向农村延伸，建成 1530 个农村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2171 个标准化村
卫生室全部投入使用；建设乡镇中心
幼儿园 156 个……同时，举办“乐善妈
妈团”“我有拿手戏”等群众文艺大展
演，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管理模式，
评选“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树新
风，努力把农村建设成农民身有所栖、
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

“您看，这是您近年来的养老保险
缴费记录，每一项都清清楚楚。”近日，
在盐湖区陶村镇张孝村就业社保服务
点，经办员李宇指着屏幕上的数据，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村民张保山讲解养
老保险政策，赢得了张保山的连连称
赞。乡村治理中，运城面对基层治理中
的痛点难点，各县（市、区）不断创新方
式方法，推动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更有
温度、更加高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大幅提升。

在夏县朱冯村，通过微信小程序、
手机 App，将村民、网格员、管理员串
联起来，形成了“数据共享、指挥调度、
问题处置”的精准化治理新模式，村干
部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全村的环境卫生
治理、村民反馈意见等情况，大大提高
了治理效率；在河津市西磑村，路灯不
亮、道路不平、需要开证明，怎么办？小
程序上留个言，村干部为您排忧解难，
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成为村民在线出
题、干部在线答题的新阵地……

与此同时，运城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
态化机制，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融合，创建 2 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乡镇、11 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乡
村善治水平不断提升。

起笔点墨，落笔成诗，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运城，正在“千万工程”经验的引
领下，奏响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动人乐章。

筑梦沃野 绘就万千乡村新图景

（上接第一版）
“关键依靠养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

从养殖技术来说，我们这已经是第 13 代
鸡舍，每个鸡舍内共有 4 层，养殖基本可
实现科技化、智能化，并且还在积极开发
第 14 代鸡舍。再者是设备先进，从清洗、
烘干、消毒到分拣，对人工的依赖度很
低。”常慧鹏表示。

不难看出，在晋龙临猗分公司，伴随
着智能化、数字化设备与生产的深度融
合，传统的养殖方式正在被打破，人工被
机器替代并实现协同互补，劳动力形态
迎来深刻变革，这是新质生产力给临猗
农业带来的全新变化。

劳动资料形态变革——
智慧农业稳步发展

临猗现代设施鲜枣数智产业园内，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助力
实现冬枣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
节的数据融合和智能管理，构建冬枣产
业的大数据应用与服务生态链；

庙上乡的高标准钢架棉被智慧大棚

采用“一大平台”和“五大系统”，实现对
大棚内环境的高效监控和智能调控，确
保冬枣生长在适宜环境，从而提升产量
和质量；

临猗县特贡冬枣专业合作社的枣园
内，多功能植保机、滴灌设备以及能够监
测温度和湿度的电子传感器随处可见；

……
步入临猗，现代智慧农业气息扑面

而来，重塑着临猗冬枣产业，也为冬枣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庙上乡村民隋建国已经 50 多岁，30
余年来一直从事枣树的研究、试验、示
范、推广，可以说是庙上乡冬枣产业的探
路者和领路人。在他的诉说中，记者感受
到了智慧农业基础设施给庙上乡冬枣产
业带来的变化。

“我从 2000 年就开始种枣，以前种
枣非常辛苦，给枣树修枝、拔芽、打药都
需要人工完成，忙的时候还得请工人干
活，一亩地下来花费不少。现在好了，枣
园基本都用的是智慧大棚，在手机上就
能实时监测数据，几个人就能够轻松管
理，冬枣的产量和质量也提升了不少。”

隋建国说。
隋建国创立的临猗县富硒大枣种植

专业合作社现有 113 户成员，辐射带动
农户 1000 余户，产品销往全国 50 多个县
市。

“以前社员们对智慧大棚心存疑虑，
自从切身感受到智慧大棚的优势后，社
员们都渐渐开始转型了。现在有雨棚、春
棚、钢架双模棚、棉被大棚、地坑棚等不
同类型，不同的大棚投入不同，冬枣的成
熟期也不同，社员们大多根据自己的资
金、土地等实际情况进行建设。”隋建国
说。

隋建国只是庙上乡众多枣农中的一
个典型代表。

据了解，庙上乡是全国最大的优质
鲜枣生产基地和设施枣业示范基地，是
全国 2019 年“一村一品”示范镇，主导产
业是冬枣，10 万亩耕地中有 9 万亩种植
枣树，年产鲜枣 4 亿余斤。该乡共有家庭
农场 44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186 个，涉农
企业 9家。

如今，智慧大棚、智慧操作平台、物
联网设备等智慧农业基础设施，让冬枣

的生产和管理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大幅
提升了冬枣生产效率和产量。这种劳动
资料形态变革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推
动临猗县冬枣产业构建更加完善的全流
程品质监管体系、全层级产品销售体系、
全要素融合发展体系。

劳动对象形态深刻变化——
新品种迎来新跃升

初冬，清晨，微风拂面带来阵阵凉
意。

一眼望不到头的果树试验田里，苹
果树按照各自的编码整整齐齐排列着，
有的果树茂盛挺拔，有的果树枝干纤细，
整体看着郁郁葱葱，与围墙上生了红色
叶子的爬山虎呼应着，甚是好看。实验室
内，培养架上一棵棵贴着标签的果树苗
正在卖力生长。

这里是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体系
运城综合试验站，也是山西省国家区域
性良种苗木繁育基地，位于临猗县北景
乡西里村。

通过生物技术获得高产优质的全新

植物品种，是劳动对象的一种深刻跃
升，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临猗县委、县政府一直坚持因地制宜
狠抓果业经济，大力培育和发展果品
种植、销售及加工产业，实施品牌战
略，打造精品果业。

对果业来说，苗木繁育新技术是
“芯片”，更是果树栽培的基础。而这个
试验站，就是一个具有临猗地域特色
的果树“育繁推”一体化种业发展大平
台。

“试验站占地 6.6 公顷，有试验田
4.67 公顷，于 2014 年建设，现有科研
楼、专家楼、贮藏量 2000 吨的恒温库
和水果包装车间，拥有团队成员和技
术骨干 20 人，主要任务是试验、示范、
推广苹果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站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走进试验站内的临猗果树种苗
馆，果树苗木繁育的背景、技术、效益
和前景一一展现在记者面前。临猗果
树种苗繁育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发
展 在 90 年 代 ，如 今 进 入 鼎 盛 发 展 时
期。临猗果树种苗具有多重优势——

从技术上来说，临猗联合国家苹果
产业技术体系、北京林果研究院技术团
队，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苹果矮砧集约
栽培技术体系，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使得“良种+良法”成为临猗果业产业转
型升级先人一步的制胜法宝；

从品种上来说，立足临猗气候特
点坚持适地适栽，科学布局，主推早中
熟脱毒品种、少量优系富士脱毒品种，
例如先后引进大卫嘎啦、绯脆、爱妃等
20余个优良品种；

从储藏技术来说，临猗采用独有
的嫩枝（根）扦插综合技术，开展工厂
化 育 苗 ，40 天 左 右 可 生 产 一 茬 砧 木
苗，年生产能力达到 350万株，

从脱毒性来说，与北京市林业果
树科学研究院合作，对抗重茬砧木、优
选品种双脱毒，苹果生产中主要的花
叶、锈果、绿皱等六种病毒全部脱除，
脱除率达 100%。

种苗优势促进果业技术创新和升
级，增强了临猗果业的竞争力，这种劳
动对象深刻变化所伴生的新质生产力
重构了临猗果业发展的新动能。

“数智”赋能 农业向“前”

（上接第一版）从经营所在地看，城镇消
费 476.2 亿元，增长 1.8%；乡村消费 104.5
亿元，增长 3.2%。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
售 522.9 亿元，增长 2.1%；餐饮收入 57.8
亿元，增长 1.6%。

金融财政支撑有力，民生支出保持
增长。金融存贷款加快增长，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运城中心支行数据显示，截至
9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 4327.7 亿元，比年初增加 254.1 亿
元，增长 6.2%；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贷 款 余 额 2646.2 亿 元 ， 比 年 初 增 加
254.6 亿元，增长 10.6%。民生支出保持
增长，根据财政部门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7.5
亿元，同比下降 9.4%，降幅比 1 月至
8 月收窄 0.8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
算 支 出 355.9 亿 元 ， 增 长 1.2% 。 其
中 ， 民 生 支 出 294.8 亿 元 ， 增 长
2.9%，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
82.8%。

居民收入跑赢经济增长，市场物
价保持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增势稳
定，根据国家统计局运城调查队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全市全体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1527 元 ， 同 比 增 长
5.7%，快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2.2 个
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1707 元，增长 4.8%；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3013 元 ， 增 长
6.4%。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与
上年同期持平。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全市经济
基本保持平稳增长，地区生产总值、
规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增速排名全省
靠前。

全市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全市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

▲11 月 11 日 12 时 03 分，力箭一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
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试验二十六号 A、B、C 星，吉林一号高分
05B 星、平台 02A03 星，云遥一号 31 星－36 星，西光壹号 04 星、05 星，阿曼
智能遥感卫星一号，天雁 24 星共 15 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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