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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
“厦门党风
政 风 监 督
台”微信公
众号

此次问卷调查为期 10 天，
您可以登录“厦门党风政风监
督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监督
评价”，参与“‘点题整治’群众身
边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专项整
治成果”问卷调查。

问卷采用“最满意”“最不满
意”的双向评价机制，您认为哪
些专项整治效果满意、不满意，
或需要继续推进，可以在选项后
的方框内勾选，其中“最满意”或

“最不满意”至少1个、至多5个，
“继续推进”则不限个数，每人仅
限评价一次。此外，您认为还有
哪些问题需要纳入今年的专项
整治范围，也可以通过此次问卷
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点击“监督评价”
参与问卷调查

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不规范问题，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
构建“1+N”联防体系，开展拉网式巡检7000多次，

排查各类校外培训机构2.4万家次，关停无证无照、无证
有照机构175家，整治超范围经营无证有照机构196家，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2408家，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比“双减”前压减153家（压减率83.6%）。

整治城区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质效
不高问题，满足学生和家长多样化
需求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采取增加服务时间、建立工作机制、规范收费标准、

智慧在线缴费、优化师资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打造“2+3”
（2项基本服务+3项拓展服务）课后服务模式。吸引全市
46.1万名学生申请和接受课后服务，学生参与率85.2%；
全市六个区330所中小学校参与，学校覆盖率100%，教
师参与率接近100%。

整治医疗机构不合理的重复检查问
题，推进规模为三级的医院间医学
检查结果互认、资源共享

●牵头单位：市卫健委
全市18家三级医院和40家基层医疗机构、272家乡

镇卫生所/服务站均已实现跨机构的影像共享互认调
阅。全年全市医疗机构引用检查报告3645份，引用检验
报告54653份。同时，对开展不合理检查的1914家医疗
机构进行专项治理，抽查医疗机构1089家，督促各医疗
机构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检查。

整治医务人员收受“红包”问题，创
建“无红包”医院

●牵头单位：市卫健委
继2021年第一批11家“无红包医院”创建工作后，

2022年继续开展第二批6家创建工作，实现我市二级以
上公立医院“无红包医院”全覆盖。2022年市属公立医
院医务人员主动上交（拒收）红包1027人次、2116324
元，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整治医保监管领域“假病人、假病
情、假票据”等恶性欺诈骗保行为，
规范医保基金使用

●牵头单位：市医保局
全市1664家定点医药机构实现现场检查全覆盖、自

查自纠全覆盖、抽查复查全覆盖，通过综合运用协议管
理、行政检查、行（政）刑（事）衔接等手段，暂停医保服务
协议34家，解除协议7家，按照“三函四化”原则对481家
机构进行提醒、约谈、稽核分类处理，追回医保基金
4585.94万元。查处欺诈骗保案件2例，移交涉案人员
36人，追回医保基金22.19万元。

整治困难群众“漏保”“漏救”问题，
加强低保、特困、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全市共完成排查12852人，其中，新增纳入低保的对

象413人，新增纳入特困的对象35人，实施临时救助的
对象494人。上调低保标准至1005元/人·月，增幅达
18.2%，全省第一，全国前列。为14491名低保、特困供
养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289.82万元。

整治在建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农
民工工资问题，保障农民工权益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市人社局
运用省监管平台和市欠薪风险预警系统，对全市在

建工程项目用工管理与工资支付全程动态监管。加强源
头治理，创新性构建“1+1+4”工作机制，出台主要材料调
差、支付担保、工程款拨付周期管控等政策，在全市在建
工地推广张贴欠款欠薪维权告示牌，推进全域网格化监
管，狠抓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加大执法力度，扎实开
展根治欠薪系列专项行动，为施工单位追讨工程款8.99
亿元，为1628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1965万元。

整治城区范围内的建筑施工、社会
生活、交通、工业生产等夜间噪声扰
民问题，开展静夜守护行动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全市共受理噪声信访投诉件2.8万多件，同比下降约

11%。检查各类噪声易发点位3万多家次，责令整改8000
余起，行政处罚300多起，处罚金额500多万元，公开曝光
30多起，将200多家企业纳入信用监管体系。划定娱乐、
健身区域21处，安装噪声在线监测设备400多台（套）。细
化出台新《噪声法》部门职责分工方案等3项制度规定。

20个
市纪委监委开展“点题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不正之风问题专项整治成果社会监督评价，您可
通过“厦门党风政风监督台”微信公众号参与

本版文/本报记者 薄洁 漫画/张平原

整治脏乱差店家入驻外卖平台问
题，强化外卖商家审核监管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0887人次，检查外卖平台

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1271次，督促外卖平台下线
违法违规网店 585 户，立案查处 283 起，罚没款
132268元。公布典型案例、宣传报道203篇。群众投
诉按时初查率和按时办结率100%。开展“每月一周
查网红”行动，对销量靠前网红店突击检查。建立与
外卖平台数据接口自动信息报送机制，开放证照查询
接口，为平台核验网店资质提供便利，并建成问题线
索主动感知系统。

整治查纠违法停车执法不规范问
题，促进交警、辅警执法更规范、
文明、合理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持续优化停车政策指引，规范停车设施设置，创

新停车设施管理模式，全市新增路内停车泊位5078
个，调整停车泊位管理模式2618个，排查禁停标志
2394面，撤除禁停标志68面，清除禁停标线800米。
在省平安办对2022年下半年群众安全感调查结果通
报中，我市群众对“道路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治理成
效好评率”达94.032%。

整治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牵头单位：市资源规划局
建立健全五级巡查、自然资源卫片执法、移送问

题线索等机制。积极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建房用地需
求，2022年全市批准宅基地5575宗。我市继续保持
全省唯一没有新增问题图斑，实现了“零新增”，新增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基本得到遏制。

整治城区公共空间违规设立经营
性停车场问题，规范收费管理等
行为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全市共摸排经营性停车场2086个，发现并督促

完成整改10个问题，对实行政府定价（含政府指导
价）管理的停车场所，100%实施分区域（类别）、分时
段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新增公共停车泊位10224
个，完成全市城区公共停车场规划布局评估优化工
作。出台经营性停车场常态化管理工作方案等10份
制度文件，不断提升市民停车体验感和获得感。

整治物业公司侵占业主公共收
益、收入及分配不公开等问题，切
实维护业主利益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组织1436个物业小区开展公共收益自查自纠，

推动落实322个问题整改，责令89家物业企业限期整

改；督促物业小区将公共收益规范交存至市建设局专
项维修资金专户或业主委员会专户，涉及金额1.05亿
元；推动修订公共收益公示示范文本，开拓“线上+线
下”公示渠道，实现公共收益“阳光透明”，让“糊涂账”
变“明白账”；创新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统一代理记账制
度，经验做法被省住建厅在全省推广。

整治村（社区）集体“三资”管理不
规范、合同不规范、个别资产资源
被无偿占用等问题，维护群众利益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全市范围排查“三资”管理问题178宗，完成整改

151宗。其中问题合同108宗，完成整改87宗，收回
拖欠租金921.88 万元，增加租金收入418.37万元；非
法占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问题53宗，完成整改
48宗，收回资金153.07万元；资金（财务）管理问题17
宗，完成整改16宗，清退各类津补贴0.43万元，收回
欠款3.45万元。

整治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巩固提
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全市26个人饮工程122处饮水点正常运行供水，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保持100%。岛外涉及农村饮水的
三个区制定区级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工作办法和供水
应急预案，并设立集中式供水工程供水服务电话。实
现水质监测常态化，全年组织监督性抽查监测水源点
4次，制水点每月全覆盖检测1次。强化管护机制，强
化运行管理监督，未出现规模性缺水问题。

整治边远地区和特殊人群“看病
难”问题，建立巡诊机制服务群众

●牵头单位：市卫健委
15个慢病专病防治中心对接39家基层医疗机

构，支援肾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15个百姓急需专
科，各支援单位和中高级职称医师定期在受援单位开
展坐诊、学术讲座、带教等工作，2022年实现市内所有
基层医疗机构受援全覆盖，支援专家达300余人，下
社区专家超1000人次，各社区诊疗量超4.5万人次，
有效促进岛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共享。

整治社会保险经办和社保基金
安全监管问题，提升社会保险
基金安全水平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全市共计追回社保基金32.25万元。

印发《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定期摸排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多发、冒领待
遇问题的通知》，建立定期摸排全市社保基
金多发、冒领待遇问题制度。加强与公安、
司法、民政、卫健、医保等部门数据共享，做
好跨层级、跨部门、跨险种数据联网核验和
共享比对。

整治工伤事项办理不够便民
问题，保障工伤职工合法权益
和工伤保险基金安全

●牵头单位：市人社局
实现31个工伤事项全部开通网上办理，实现

“最多跑一趟”“零跑腿”，其中17个事项“一趟不
用跑”，工伤事项网办3947件。推出“简易工伤”
和“工伤医疗免垫付”，1014人次在医院直接结算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1904万元。制定《厦门市劳
动能力鉴定业务经办规程》，推广便民化鉴定，上
门鉴定43人次、远程视频鉴定15人次。

整治在建、拆除工地扬尘污染
问题，开展扬尘管控行动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全市各单位共计上报清单工地8464个，拆除

工地132个；开展自查自巡工地5433个；对问题
工地立案处罚193起，罚款245.24万元，曝光扬尘
违法典型工地案件37件；各行业主管部门因工地
扬尘问题对58个项目131家单位记录不良信用
记录。

整治农业简易大棚建设水平
不高问题，提升设施农业效益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市、区两级投入财政

补助164.43万元；目前，全市试点改造提升项目
已全部完工并验收，建设面积合计6万余平方
米。经改造后，抗风能力、机械化耕种等方面均有
所提升，也降低了维护成本，不同作物亩产提升
8%-25%，农药使用次数减少25%，有效提升了
设施农业效益。

2022 年是“点题整治”的巩
固提升年。市纪委监委在省纪
委监委统一部署的基础上，结合
厦门市实际，突出问题导向，确
定了20个整治重点。审慎稳妥
开展社会评价目的就是要继续
深化整治，优化点题方式，推动
整治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围绕20个专项整治重点，持续压
紧压实12个牵头部门整治责任，
形成纪委专责监督与部门职能
监管的有效贯通，同向发力，综
合施策的整治局面。

记者从市纪委监委了解到，
在2022年“点题整治”期间，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牢把握“监
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紧盯区
域性、行业性的普遍问题，深挖
问题背后的作风与责任问题，把
专项整治与深化改革、完善制
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发挥解
决一件、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
综合效应。截至2022年12月31
日，共受理解决群众反映问题83
件；追责问责46人；督促各级各
部门建章立制83项；推动职能部
门受理群众诉求2755件，已办结
2745件，其余正在加快办理中。

专项整治效果好不好，请您来评价。
即日起，2022年度“点题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专项整治成果社会监
督评价正式启动，市纪委监委将通过“厦门
党风政风监督台”微信公众号，以问卷调查
的形式对20个专项整治成果开展评价。

2023年2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席恺 美编/郑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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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