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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聚焦J UJIAO

2016年 1月 6日，鲁甸 8·03地震

重灾区龙头山镇骡马口社区集中安置

点，甘正芬老奶奶家二层小楼房围墙

上，一条写有“总书记，我们搬家

了”的鲜红横幅格外醒目。

鲁甸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正有

序推进。作为重灾区，鲁甸在重建工

作中面临着哪些难题和考验，又是如

何啃下一个个“硬骨头”的呢？

难题一
如何整合力量，凝心聚力

经过紧张的抢险救灾和临时安置

后，面对千家万户的焦虑和期盼，面

对千头万绪的矛盾交织，如何做到万

众一心、攻坚克难，成为摆在灾区恢

复重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鲁甸县委书记保剑说：“房子可以

倒下，精神不能倒。人受伤了，意志

不能受伤。”为此，在重建中，鲁甸县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落实干部

“八包八保”要求（即：包物资发放、

保基本生活；包环境卫生、保疫情防

控；包临时住所、保过渡安置；包监

测防范、保群众安全；包情绪疏导、

保思想稳定；包矛盾化解、保社会和

谐；包项目建设、保恢复重建；包纪

律监督、保工作规范。负责重建任务

的干部简称“包保”干部，其服务对

象为“包保户”），让每个干部发挥作

用，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如今，全县

4230名领导干部全面包保到乡镇、到

村、到组、到户，帮助指导、出谋划

策、跟催进度。

同时，充分发挥灾区群众的主体作

用，牢固树立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理

念，鼓励群众重树生活信心。加强感恩

奋进教育，消除部分群众等、靠、要思

想和观望情绪。针对有群众嫌安置点地

基小、补助少，不愿选屋基，火德红镇

李家山村村民李世信劝说邻居，即便是

最差的屋基都比老家强100倍，他的带

头让选地工作打开了局面。

加强协调，统一各方力量，形成

一个声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行动一致，环环紧扣。施工单位

“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24小时

干”，整个重建现场昼夜不息。

正如龙头山镇骡马口社区5号地块

安置点杨国学家年画上的那句话：关

怀润民心，感恩催奋进。

难题二
如何公平公正，取信于民

重建阶段，各有各的诉求，矛盾

纠纷多，群众工作压力大。如何才能

公平公正，取信于民？

鲁甸县长张雁举例说，划安置区

时，有人对甘家寨群众安置到骡马口

一事有看法，“我是本地人都还没满

足，怎么让外地人来了”。针对类似问

题，县里坚持政策公开透明，标准统

一，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

的作用，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龙头山镇党委副书记蒋开谋说，

该镇在核灾、征地、分房工作中，确

定规则程序后，请新闻媒体、包保干

部、群众代表参与进来，遇到抽签等

敏感事项，由群众选代表现场抽，确

保透明度。整个重建过程抽签 17次，

没有一个群众提出异议。

包保干部王富坤在龙头山镇负责征

地测量时，引入航拍制图技术，逐一精

准确定各家征地和补偿面积，个别群众

仍有异议，他又带人冒着危险进入废墟

拉皮尺，用数据让村民心服口服。

难题三
如何确保民生，夯实重建基础

要确保老百姓的基本生计，避免

发生次生灾害，就需提供基本的水、

电、路等设施保障。这些重建基础如

何夯实？

围绕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

喝、有安全临时住所、有病能医治、

孩子有学上“六有”目标，鲁甸县扎

实开展困难群众摸排、遍访工作，实
施分类救助，逐一建立信息档案、明
确帮扶责任人、建立救助台账，确保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能修通公路的尽快抢通，对户数

较少、修路难度大的，积极动员异地

安置。组织队伍找水、运水，全力保

障灾区生产生活和施工用水需求。制

定科学可行的配电方案，实行 24小时

电力故障抢修服务。

着力构建地质灾害整治体系，严

防次生灾害发生。鲁甸县国土资源局
局长李树平说，他们组建了应急排查
工作组，对隐患实行全覆盖排查，严
格落实群测群防措施，同时切实加大
整治力度，最大限度减少隐患。现在
县国土资源局还有很多外地专家，随
时对700多个次生灾害点进行监控。

重建 一场别样的“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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