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动  态    
第25期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 9月 10日 

 

 

切实发挥“一把手”作用  

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中央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在国土资源

部党组的统一领导和中央 30 督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国土资源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书记、局长汪民，本着

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真抓实干、亲力亲为，

潜心组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了一把手的带头示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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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一、把教育实践活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当好活动的“领

航者”。 

“如果把教育实践活动比作向‘四风’宣战的一场战役，那

么好的活动方案就是我们打赢这场战役的指挥书，是我们不走弯

路、不走过场的重要基础”，汪民同志这样强调活动方案的重要

性。 

——他先后 6次主持起草、修改活动方案及动员讲话，亲自

拟定“弘扬三光荣精神、遵循两个规律、提升服务水平”为自选

动作，将教育实践活动与地调局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为活动取得

实效奠定了先期优势。 

——以严格标准对局属单位活动方案进行集中审查，按照成

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抓好局系统教育实践活动。牢牢抓住

各级“一把手”，面对面进行思想动员，激发内在动力、传递外

在压力，按照“5 个不放过”的标准严格督导，确保活动健康开

展。 

整个活动期间，他深入领会中央精神，全面掌握活动态势，

按照中央标准严格组织实施，及时发现、解决不利于活动开展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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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头学习提高、听取意见，增强对人民群众的真感情。 

“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

战场”，沂蒙老区群众的深情厚谊感人至深。沂蒙精神是党的群

众路线得到很好执行、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很好体现的真实写照，

体现了群众路线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我们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对人民群众要常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要真心实意敞开大门、

问计于民”，在沂蒙山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时，汪民深情地说。 

——发扬挤海绵的精神，汪民同志作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分管矿政管理和地质环境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他既要积极参加

国土资源部的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地调局一把手，还肩负组织推

动局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责任。他抓紧一切时间参加学习、听取

意见，经常一天在部、局间往返两、三个来回。利用中央组织开

展安全检查的间隙，深入地方、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先后前往

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 20 个部门（单位），深入矿山、野外一

线与基层群众“面对面”交流，征求意见 104人次，征求到意见

建议 209 条。 

——放弃周末休息，抓住一切时间和机会，与局党组成员，

局机关、局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一对一”谈心交心。9 月 6日

上午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中央近期有关精神及中央督导组

第四次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后，下午即赶到中国地质科学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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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班子和院属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谈心，晚饭也顾不得吃，一直

谈到晚上 7点多。 

——坚持开门听意见。召集局机关 11 个部室负责人、28个

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座谈，汪民同志亲自作思想动员，破除思想

障碍，面对面听取意见，共征求到各类意见建议 137 条。在局系

统广泛发动，让职工群众想提意见、敢提意见、提真意见，让党

员干部敞开心胸、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引导局系统党员干部和

职工群众广泛参与到活动中，共征集各类意见 1279 条。 

三、带头查摆问题、对照检查，让职工群众真满意。 

汪民同志反复强调，“要全过程敞开大门，查摆问题、对照

检查，要请职工群众提意见、做评判”、“问题找得准不准、全不

全，对照检查深不深、透不透，都要由职工群众说了算”。 

——为了写好对照检查材料，他工作至凌晨 3点，理清思路

后，第二天一早在党组会上与党组成员进行交流，并将个人对照

检查材料及时公布，请职工群众提意见。 

——他发挥表率作用，带领党组成员主动从自身找问题，查

找到学风不够扎实、陪行陪会人员较多、文件运转效率不高、勤

俭节约意识不强等问题和不足。对照群众意见和要求，认真对照

反思，以 1279条意见为基础，归纳出 4个方面、14 条突出问题。 

——他设计“两上两下”程序，体现职工群众“主人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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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与作用。将局党组“四风”画像、对照检查材料和整改落实

措施在局系统内公布。召开视频会，亲自动员，请职工群众作“评

委”、提意见。根据职工群众的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再次向职

工群众公布，请职工群众“复检”，群众满意后才算“合格”。

这一举动，直接体现了教育实践活动的要义，得到了职工群众的

深度认可。  

四、带头整改落实、建章立制，推动活动取得实效。 

汪民同志多次强调，“问题在机关，根子在党组，整改首先

要从党组做起”，“整改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他主持研

究工作措施，推动整改落地。制订“分工表”、“时间表”，将梳

理归纳后的 86个问题，明确责任分工。党组成员、分管部室“领

任务”、“立军令状”。分管部室将整改措施细化到每个主题和单

元，形成具体的工作方案。 

——进一步转变机关管理职能，铲除“四风”根源。研究出

台新的项目管理办法，“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打破业务管

理行政化、利益化僵局。自今年起，项目管理权全部下放，为科

研松绑、为基层放权，局机关不再负责具体项目管理，实现局机

关工作职能由“单一管理”向“统筹协调、服务监督 ”的根本

转变。 

——落实为民务实要求，推进事务公开。主持制定《事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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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指导意见》。涉及事业发展的各类事项，从依据到决策、执行、

结果，实行全过程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和评议，确保权力得

到正确行使，让权利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着力解决职工群众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的文山会海

问题。对近三年的办文、办会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查找到文多会

多的根源，提出了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思路办法。 

——固化整改落实成果，推动建章立制。主持研究制定《重

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预案》，规范应急救灾的体制机制及工作程

序，将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制度化、规范化，形成长效机制。 

五、带头开展实践、推动发展，走出地质工作为民务实的新

特色。 

汪民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地质调查局践行以“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关键是要履行好职责，发挥好优势，做

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工作。 

——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7月以来，我国南方

大部分地区进入雨季，诱发大量地质灾害。汪民同志亲自坐镇指

挥，从全局抽调 140 名专家驰援四川暴雨重灾区，全力开展灾情

调查、应急排查、灾害评估、次生地质灾害防治，保卫灾区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 

——提供让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地质产品。部署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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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万里行”活动，抓住质量这一生命线，向质量监督不到位、

评比检查走过场等问题亮剑。着手建立项目质量考评机制及质量

追责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考评结果，切实提高成果质量和服务

水平。 

——加大技术扶贫力度。落实中央精神，支持乌蒙山连片贫

困区发展。计划从明年开始加大对凉山州 1：5 万区域地质及矿

产调查、大比例尺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农业地质调查工作力度，

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百姓脱贫致富打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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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局党组成员。 

局机关各党支部，局属各单位党委。 

抄送：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第 30 

督导组，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地质调查局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9月 10日印发 

                                                              （共印8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