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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①）
《意见》强调，行政裁决工作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
照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的要求，建立健全通过行政裁决化解矛盾纠
纷的制度，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职
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裁决工作体制，为促进人
民安居乐业、社会公平正义、国家长治久安提
供有力保障。

《意见》指出，要切实履行裁决职责，重点

做好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
补偿争议、政府采购活动争议等方面的行政裁
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要创新
工作方式，大力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在行政裁决
工作中的运用。要适时推进行政裁决统一立
法，以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形式对行政裁决制
度进行规范。要建立行政裁决告知制度，健全
行政裁决救济程序的衔接机制。要加强行政
裁决调解工作，在行政裁决纠纷多发领域，探
索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切实减轻
人民群众在依法维权中的负担。

《意见》要求，地方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

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领导作用，承担行政裁
决职责的行政机关要把健全行政裁决工作机
制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纳入
本地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行政裁决工作队伍建
设，积极探索行政裁决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
化发展模式。要大力宣传行政裁决制度，上
级行政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裁决
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司法部要加强对
行政裁决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促落实，适时
组织对本意见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及时发现
问题并提出建议。

（上接1版②） 1月17日，首场沙龙结束的第二
天，市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经理蒋小波带领专
业团队来到湖南玉新药业有限公司现场走访调
研，并邀请公司相关人员一同去市自来水公司洋
溪桥水厂了解情况，共同商议解决公司用水办
法，制定解决方案。

不到一个月，市自来水公司克服了时间紧、
任务重、投入较大，且遇梅雨季节等重重困难，完
成了在洋溪桥水厂内部增设阀门确保专管供水
等所有施工任务。通过近二个多月的实践检验，
湖南玉新药业有限公司用水问题已基本解决，生
产、生活用水得到了保障，相关优惠政策也得到
相应落实，用水成本持续降低，生产经营形势持
续保持良好势头，三项主要指标与2018年同比
都有较大幅度提升。截至目前，该公司2019年1
月至 5 月实现销售收入 1.639 亿元，同比增长
74%，利税 2438.6 万元，同比增长 221.67%，创汇
1172.4万美元，同比增长60.87%。

据悉，自民营企业家沙龙举办以来，13家民
营企业家从自身所处行业和企业经营的实际情
况出发，反映企业在产业转型、人才培养、政策落
实、职工保障、供水储水等方面问题与困惑30余
件。相关部门负责人坚持“将心比心、以心换
心”，直面问题与矛盾，不逃避、不推卸责任，对相
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现场回复以及跟进解决，
按时办结率达99.69%，反馈回复率近100%。新
湖南、邵阳日报、邵阳新闻网等省、市媒体对民营
企业家沙龙进行了跟踪报道，吸引了众多民营企
业家积极报名和踊跃参与，民营企业家沙龙由此
逐渐发展成为我市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一
个“响亮品牌”。

重庆开州区170万人，曾有近60万人长年
在外务工，是重庆劳务输出大区。这些年，返乡
创业成为不少开州人共同的选择。“城归族”们
怀揣梦想，带着在外打拼积累的资本、技术和
管理经验返乡创业，为家乡带来了新的生产组
织模式，也引进了区域发展急需的创新因子。

返乡，再创业

2005年，已在广东干出一番事业的开州人
涂德军回乡创办了重庆德凯覆铜板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为电子信息产业做配套的高端覆铜
板产品生产。经过10多年的成长，如今企业已
拥有两条自动化生产线，每年可生产各类覆铜
板 400 多万平方米，年销售额三四亿元，并已
在“新三板”上市。

与资金一起回流的还有先进技术。从西南
林业大学毕业的郭芳琴，有近8年在外企做植
物组织培养技术研发的经历。2011年她带着技
术回乡创业，成立了一家农业生物科技公司，
重点选育抗性好、品质好的观赏植物、花卉等
品种。公司以销定产，瞄准市场热点，有的“爆
款”产品单品售价在千元以上。

“开州人外出务工起步早、规模大、成功人
士多，这是区里发展的一笔巨大财富。”开州区就
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邓学实说，如今外出的

能人大规模返乡创业，带来了区域发展新动能。

乡村发展新力量

返乡队伍中，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
产业运作经验带回故乡，直接回到农村参与乡
村建设，群众也从中得到了实惠。

宽敞整洁的硬化公路贯穿全村、青瓦白墙
的巴渝新居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柑橘、猕猴
桃基地里农民干得热火朝天……记者走进开
州区长沙镇齐圣村，一派富裕美丽、充满活力
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

搁在几年前，齐圣村可是另一番景象：作为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里3500多农民，贫困人
口就接近500人。全村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

就在齐圣村发展面临困难之时，在外打拼
多年，已有一番事业的熊尚兵抱着回馈家乡的
想法，毅然回村，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土地少、资金又缺的贫困户，怎么才能搭
上合作社发展的“快车”？熊尚兵选择另辟蹊
径：在土地入股的同时，将政府产业扶贫资金
折股到贫困户头上，通过“参股入社、配股到
户、按股分红”，贫困户可享受长效收益。

如今，村里的猕猴桃产业进入丰产期，最
近两三年合作社年均利润都在100万元以上。
根据章程，合作社盈利的60％用于股权分红，

农民户均分红在 7000 元以上。贫困户谭培栋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有2亩土地入股合作
社，每年土地股分红有5000多元。再加上财政
扶贫资金配股和自己在果园务工，全年收入超
过2万元；对摘掉‘贫困帽’，很有信心！”

给政策，给扶持，让“城归族”发展壮大

为吸引人才回流，开州区搭建了扶持平
台，从土地、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出台“干
货”，为“城归族”创业解决后顾之忧。

2013年，在福建打工22年的周圣富回到开
州，创办了给力服装厂。但创业之初，缺资金是
最大障碍。政府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对接，
协调金融机构向周圣富提供了15万元创业贷
款。“有了这15万元，服装厂一下就站起来了！”
站稳脚跟后，周圣富选择将服装加工车间布局
在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乡镇，又通过电商平台
做大销售市场，如今在行业内已小有名气。

初创企业有起步帮扶政策，其他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如果遇到融资难，也有政银企定期沟
通机制解决具体问题，并配套应急转贷资金等
政策支持，力争为返乡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今年，我们还将抓好服务前置。引入专业
机构，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环保、安全、市场、
法律等方面的风险评估，提高返乡创业的成功
率。”邓学实说。

政府搭台、“城归族”唱戏。开州的返乡创
业事业，正日益焕发新的活力。

（据新华社重庆6月2日电）

回家，为了更好的故乡
——重庆开州区“城归族”观察

新华社记者 徐旭忠 李松 周闻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