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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店镇：“十问十思”让党员做有“标尺”

为让党员做有标准、干有方向，柴胡店镇党委对合格党员

“四讲四有”标准进一步细化，针对农村党员和机关党员分别

提出了“十问”“十思”,把标杆立起来，底线划出来，有效

引导党员自我衡量、自我督促，不断提高。

细化标准，强化操作性。对农村党员，提出了是否按时交

纳党费、是否按时参加“三会一课”、是否家庭邻里和睦、是

否言行失当、是否不讲信用、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是否生

活不够简朴、是否违反党规党纪、是否为村级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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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问”，涵盖了党员基本义务、遵守社会道德、严守党的

纪律、服务集体发展等四个方面。对机关党员，提出对待学习，

是否态度端正；对待工作，是否全心全意；对待群众，是否热

情周到；对待同事，是否真心实意；对待单位，是否真心融入；

对待事业，是否全力以赴；对待生活，是否积极向上；对待权

力，是否权为民用；对待纪律，是否心存敬畏；对待自我，是

否锲而不舍等十个方面。分类提出“十问”“十思”，细化了

党员日常行为规范，不仅让党员查摆自身不足有了“坐标”，

也让群众监督有了“靶心”。

广泛宣传，强化普及性。为了把“十思十问”落实到实

处，镇党委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强化普及性，提高党员群众的

知晓率。镇党委统一印制“十问”宣传画在全镇 41 个村的村

务公开栏张贴；制作了“十思”板面、宣传画，在各机关科室

悬挂、张贴，让党员群众随处看见。利用农村广播开设“红色

声音”，定时向党员广播“十思十问”，让党员谨记，群众知

晓。利用“三会一课”和党员活动日，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党

员对“十问十思”展开讨论，结合自身实际找差距谈感悟。利

用“两学一做”专题微讯公众平台，向外出党员推送“十问十

思”的优秀感悟，让党员随时交流学习，实现全员覆盖。

搞好结合，强化实效性。为更好地发挥“十问十思”的

标尺和规范作用，镇党委一方面，将“十问十思”纳入小微权

力清单，进一步促进农村党支部规范运行；另一方面，围绕“十

问十思”对镇村干部日常行为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加强党员日

常行为约束，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通过推行“十问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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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加强党员管理教育结合起来，与全

镇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让党员做有标尺，不忘初心，积极

服务群众，在全镇形成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在上半年的城

乡环卫一体化暨移风易俗民意调查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主动

叫响“党员冲在前，做给群众看，带领群众干”口号，拼搏奋

斗在工作一线，柴胡店镇群众满意度取得了市镇街第三名的优

异成绩。（柴胡店镇党委）

柴里西村党员认岗履责激发“细胞”活力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西岗镇柴里西村党支部按照

“书记向前冲，干部当先锋，党员亮身份”要求，设立“经济

发展、参政议政、村务监督、公共服务”四类岗位，引导党员

认岗履职、各尽所能，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切实推

动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地生根。

支部书记引领发展带好头。支部书记牵头成立丰裕种植专

业合作社，大力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目前经营土

地 528 亩，社员发展到 102 人，并购置了粮食烘干塔，建立了

粮食烘干基地，日烘干粮食能力 110 吨。为解决社员生产经营

的流动性资金需求，合作社率先开展了信用互助试点，目前已

吸纳参与社员 86 人，承诺互助资金总额 320 万元，发放借款

2 笔 6 万元，促进了社员间的合作共赢，探索了一条农村合作

金融改革的有效途径。

支部班子轮值代办履好责。支部班子以强化服务职能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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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建立了干部轮值代办制度，村干部固定办公时间，按时上

下班，在村委会门外设立村干部上岗公示牌，方便群众问询办

事。值班干部对群众反映的事项直接记录在“民生民事登记

薄”，并按照“事项登记→归口分流→限时办理→反馈回复→

满意度回访”五个步骤开展民事代办。目前，代办事项已扩展

至民政优抚、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农技服务、政策宣传、法

律咨询、文化生活、矛盾调处、红白事代管等 9 项。

无职党员认岗服务做贡献。以村内 15 条街巷为服务网

格，推选出 15 名党员街长具体负责各自街巷环卫监管、政策

宣传等工作；同时，对党员街长管理服务情况，每月组织一次

群众评议，年底评选明星街长。积极发挥老党员作用，组织 8

名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成立了“夕阳红服务队”，针对放

学后儿童无处可去、留守儿童疏于管理的问题，创办了“四点

半学校”，开展课业辅导、亲情陪伴、才艺培养、安全指导、

心理咨询等教育活动；积极参与村务监督、矛盾调解、移风易

俗等工作，成为村级决策的“顾问团”、矛盾纠纷的“仲裁庭”、

红白事宜的“理事会”、村庄建设的“监理人”，架起了党组

织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西岗镇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