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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夏日里的铁路“高烤人”

棚改的温暖：1亿多人“出棚进楼”

云南加大涉旅“行转刑”工作力度净化旅游市场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

安居乐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

改造，他在多次实地考察时强调，要让

棚户区、老城区里的群众居住更舒适、

生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

问题，让大家能过上现代生活。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心和

推动下，棚改工作在全国各地扎实

推进，短短几年时间，上亿居民“出

棚进楼”，圆了安居梦。

“忧居”到“优居”

8月的内蒙古阿尔山市，碧空如

洗。笔直的兴安落叶松环抱着幢幢

亮丽的回迁楼。79岁的郭永财和老

伴如今就住在这样的高楼里。

“家里装了电热水器、马桶，生

活很方便。冬天集中供暖，盖个毯子

就能睡个好觉。现在真是享福了。”

老郭露出幸福的微笑。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

30多摄氏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

的阿尔山市，并到困难林业职工郭

永财家中了解情况。看到郭永财等

群众住房还比较困难，他叮嘱当地

干部要加快棚户区改造，排出时间

表，让群众早日住上新房。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下，阿

尔山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

造。2014 年至今，当地累计投入 40

亿元改造棚户区。如今，像郭永财

一样的 10200 户群众，从忧居走向

安居。

绿树掩映，高楼林立，道路干

净……家住湖北武汉市青山区青宜

居小区的刘桂华由衷感慨：“居住的

环境越来越好了！”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北考察，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

村街。“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

众安居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

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

区。”总书记一席话，让当地群众感

受到浓浓温情。而今，通过棚改，武

汉青山区 1.3 万余户、4万多人的棚

户家庭迁入新居，刘桂华一家也在

2015年搬进了新小区。

2013 年至今，我国棚改大规模

推进，取得了历史性成效，2013年至

2017 年累计改造各类棚户区 2645

万套，惠及 6000 多万居民，改造数

量和惠及居民数量均比 2008 年至

2012 年翻了一番。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范围内 1 亿多居民“出棚进

楼”，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将就”到“讲究”

棚改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各地

以棚改为契机，不断补齐发展短板，

通过美化环境，配套基础设施，完善

公共服务，使棚改群众生活品质得

到明显提升。

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伊林小

区，苏艳梅的家收拾得格外精致、讲

究，鱼缸里养着色彩斑斓的热带鱼，

阳台上摆满了花草。“在城里住了几

十年，现在才算真正过上了城市生

活。”苏艳梅感慨地说。

迁入新居，硬件改善，棚改群众的

文明素养也相应提升。武汉青山区青

馨居社区的余冬梅说，住进新房，大伙

都变了个样，“刚搬来时，不少棚改户

有乱丢垃圾、高空抛物的坏习惯，在社

区宣传引导下，再看我们的社区，卫生

干净，每个人都文明守礼。”

“棚改后，不仅有了新房，也有

了新家。”家住长沙市湘雅路街道文

昌阁社区的刘志纯说，她现在每天

都去老年活动中心唱歌，参加社区

举行的各类活动。“居住环境好了，

生活也更丰富多彩了。”

笔者在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

走访感到，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各地抓住棚改契

机，完善道路、电力、燃气等配套基

础设施，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集中

供热等项目相继投入使用，并建设

公园和广场，大大提升了城市品质

和人居环境。

希望到兴旺

棚改工程既是改善群众生活条

件的安居工程，又是帮助群众创业

就业的乐业工程。

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棚改集

中安置点新希望小区，常志凤经营

了一家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

目，生意不错。2014 年棚改时，她用

20多万元安置款买下这家店面。常

志凤说：“过去房子破烂，没有固定

收入，是棚改让我们全家重获新

生。”如今，她家又买了新房、汽车，

今年打算继续扩大店铺。

长沙市芙蓉北路的棚改户李碧

如搬入新居后，一家人信心满满开

始了新生活。“党和政府心里装着咱

棚改群众，我们既感动又感恩。”李

碧如说。

作为棚改受益者，武汉市青山

区青宜居小区 78岁的老人吴传发，

创作了湖北慢板《幸福不忘共产

党》，在武汉三镇表演上百场，感恩

棚改好政策。去年吴传发还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

们棚户区居民的好日子，我要向党

组织靠得更近些。”

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发展

工程，有效带动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增

长。2008年至2018年，全国棚改完成

投资约9.7万亿元，棚改及拉动相关产

业总投资，2017年超过20万亿元。

完整参与了阿尔山市棚改工作

的副市长赵德权说，通过棚改，广大

干部练就了与群众打交道的真本

领，为民情怀深植内心；棚改群众真

心拥护党和政府，精神头更加充足。

“棚改，架起一座党群连心桥。”

阿尔山市80岁的棚改户毕殿花

说，党和政府把发展的红利发放给

了老百姓，让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活到 100

岁。”（新华社 于长洪 安路蒙 王靖
廖君 阳建 王优玲）

细雨连绵，是这个夏天呼和浩特

的“新常态”，往年的高温酷暑好像刻

意回避了这座草原青城。然而有这样

一群与清凉无缘的人，闷与热是他们

的工作环境，汗流浃背是他们的工作

状态。他们，就是中铁呼和浩特局包

头客运段呼和整备车间的铁路工人。

茹惠娟是包头客运段呼和洗涤

车间的洗涤工长，她所在的车间每

天要负责清洗6万件来自各趟旅客

列车的卧铺用品。

走进洗涤车间，一股热浪扑面

而来。“虽然洗涤工作是天天和水

打交道，但我们的洗涤车间没有丝

毫的凉意，车间里一直都是闷热

的。”茹惠娟说，这里的大型洗涤笼

一次能清洗近 250 公斤的卧具，再

通过压榨机和烘干机的配合，80分

钟就可以将卧具清洗干净。

“虽说用机器洗得快，但机器清

洗完还需要人工分拣、熨烫铺叠，

遇到被汤渍等污染的卧具还需要二

次清洗。”茹惠娟说，“余下的每一

个步骤都需要工人‘手舞足蹈 ’地

完成，一天的活干下来身子出的汗

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杨莹是车间的一名洗涤工，她

的工作是负责熨烫卧具。“熨烫机

工作的温度会达到80摄氏度，在它

旁边工作就像站在火炉旁边。”杨

莹开玩笑地说，“每年孩子们的高

考只有不到3天，而我们的‘高烤 ’

特别是在夏天里要延续3个月。”

熨烫机旁有一张小桌，这里就是

车间工人们的“茶歇台”，人们不约而

同地选择大容量的量杯作为自己的水

杯。“车间温度高，我们的水也一直凉

不了，每天大口喝水但不会经常上厕

所，因为出汗出得太多了。”杨莹说。

每天中午时段都是 K691/2 次

列车的整备时间，在洗涤车间清洗

完成的卧具会被工人送到列车上，

列车乘务员的“高烤”也随之到来。

K691/2次列车是中铁呼和浩特

局包头客运段的昆明车队，负责呼

和浩特至昆明的客运服务工作。临

近中午入库，下午离库运行，昆明车

队的每一个乘务班组都必须在最短

的时间内完成列车的整备工作。

“由于需要进行多类型的整备

工作，整备期间的车厢在很长时间

里都处于断电状态，车厢里闷热极

了。”昆明车队乘务指导郝庆钢说，

“作业期间的车门不能随便打开，

再加上室外高温、车厢断电，在车

厢里就算是坐着不干活，乘务员的

汗也是哗哗地往下流。”

“车厢里烟灰缸的处理最让我

头疼。”乘务员李娜说，“它看似不

起眼，但处理起来至少要一个小

时，需要用小刷子不停地扫，再用

清水多次冲洗，刷完后全身既是烟

味又是汗味。”

车厢里，汗水从乘务员贾明明

的脸上不停地流。

“整备期间我们需要清洁车厢的

每一个角落，最累的就是卧具的整

理。”贾明明说，一节卧铺车厢有66

个铺位，每一个铺位的卧具都要叠成

和部队一样的“豆腐块”。“在闷热的

车厢里‘上蹿下跳 ’，做完所有工作

流程以后，身上的背心都能拧出水。”

傍晚 5 点，杨莹在工作的间隙

和工友们在“茶歇台”喝水休息，

K691/2 次列车也载着干净的卧具

离开整备库准备进站发车。夏日的

清凉虽然与铁路“高烤人”无缘，但

在他们的背后，在每一趟旅客列车

上，都载满了旅客甜美的笑容。

（新华社 朱文哲）

本报讯（记者 赵青）8 月 16日

上午，陕西省西安市的200多名农

民工子女走进秦岭野生动物园，听

西安生态建设故事、做环境保护小

卫士。

暑期，西安市总工会联合多个

部门，发起了“致敬建设者”系列

之“农民工子女感知生态家园”活

动。记者了解到，参加此次活动的

农民工子女均来自西安基层农民

工家庭，他们的父母有的是城市环

卫工人，有的是保洁员，有的是保

安人员，有的是物流配送员，有的

是货车司机……

活动中，孩子们将掌印当作树

叶留在生态树画板上，乘车游览猛

兽区，观看马戏馆动物表演，与可

爱的大熊猫合影留念，动物园里充

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还聆听了生

态环保、垃圾分类和动物科普知识

讲座，发出“保护生态手牵手，生

态文明心连心”“垃圾分类我能

行, 绿色生活我先行”的环保倡

议。一名农民工子女高兴地说：

“以前都是从电视里看西安，看秦

岭的‘四宝’，这次来到爸爸工作

的地方，亲眼看到了美丽的西安，

令我很难忘。”图为活动现场。

四川将开展
“DOU出天府范儿”
网络短视频大赛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8 月 16 日

下午，记者从“DOU 出天府范儿”网

络短视频大赛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将围绕“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

川”文化旅游品牌，在 8 月 19 日-9

月 30 日期间开展“DOU 出天府范

儿”网络短视频大赛，旨在彰显四川

文旅行业职工良好精神面貌和高超

的技艺水平，擦亮天府旅游名县“金

字招牌”，发挥天府旅游名县的示范

带动作用，宣传打造一批“川字号”

特色文旅品牌。

记者了解到，此次大赛以“抖音

晒匠心 巴适川字号”为主题，面向全

社会征集短视频作品，内容重点为

四川文旅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展现

自身技艺的精彩瞬间，以及四川首

批命名的天府旅游名县各类文旅资

源。会上，四川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大众拍摄短视频的参赛内

容可以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展现形式：一是拍摄名人大师/相

关企业机构在文旅行业领域的创意

绝活，独家手艺、特色文创产品；二

是拍摄个人在文旅领域坚持不懈造

就品牌的故事；三是拍摄身边看见

的和文化旅游相关的普通从业人员

的风采；四是拍摄天府旅游名县（候

选县）各地川食、川景、川人等“川字

号”文旅特色资源。

对于大众上传的参赛作品，大赛

组委会将根据其网络关注度和好评

度筛选出优秀入围作品，并组织相关

领域专家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

50个获奖作品，并给予一定奖励。同

时，大赛组委会还将从获奖作品中，

遴选部分优秀作品进行后期制作，再

次面向社会宣传推广。

新 华 社 贵 阳 8 月
18日电（记者 刘智强）
记者从贵州省农业农村

厅了解到，贵州近日启

动实施乡村振兴“十百

千”示范工程，将重点

建设 10 个示范县、100

个示范乡镇、1000个示

范村。

据了解，贵州去年

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今年，

将在全省全面推开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按

照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标准梯次推进，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

贵州省明确，将在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等方面提档升级。

推进农村户用卫生厕所

改造和建设，到2020年

力 争 完 成 改 造 建 设

172.76 万户，全省农村

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到 85%左右；加快村庄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推进县域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

管理；确定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和取缔垃圾露天堆放、简易填埋

的时间表，到 2020 年力争实现

90%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贵州将持续优化完善各地村

庄规划，推动山水、田园、林地和

村庄有机融合，不断探索形成诸

如黔北民居、黔东南民居等具有

地域特点、民族特色、文化特征的

贵州民居新样板。此外，还将加强

村庄通组路、串户路建设，全面清

理乱堆乱放、乱贴乱画、乱搭乱

建，加强村庄农房风貌引导和管

控，推进村庄绿化建设。

山东烟台
打造海洋牧场示范区

新华社济南 8 月 17 日电（记者

滕军伟）记者日前从山东省烟台市海

洋发展和渔业局获悉，烟台市在现有

海洋牧场的基础上，将规划建设4条

海洋牧场带，打造全国一流的海洋牧

场示范区。

烟台海域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

近 1/10 海域适宜建设优质海洋牧

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烟台作为全

国首批试点地区，在部分海湾开展

了人工鱼礁试验和中国对虾增殖放

流活动，成为全国开展海洋牧场建

设的城市之一。在大力发展海洋牧

场的实践过程中，烟台闯出了“海

工+牧场”联动模式、“陆海接力”兼

容模式、“大渔带小渔”共享模式等

一批具有烟台特色的海洋牧场发展

新模式。

截至目前，烟台建成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 11 处，占全国的 1/8，成

为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最多的城市，

共建成省级以上海洋牧场示范区达

到 23 处。海洋牧场总面积达 100 万

亩，占全市海水养殖面积的近1/3。海

洋牧场水产品产量达到 60 万吨，综

合收入达到300亿元。

据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介

绍，烟台将编制《烟台市海洋牧场总

体规划 2019-2025》，着力建设“4 带

20 群”海洋牧场区，即烟台市西部、

北部、东北部和南部海域4大海洋牧

场带，莱州太平湾——芙蓉岛、长岛

南北隍城、长岛大小钦岛、烟台套子

湾、烟台玉带山——四十里湾、烟台

养马岛、海阳千里岩等 20 处海洋牧

场群。

烟台市把信息化、装备化作为建

设海洋牧场的重要支撑，打造“智慧

牧场”，布局建设烟台海洋牧场观测

网，稳定运行观测站数量达到 5 个，

储存海洋牧场大数据 100T。当地还

同时完善海洋生态环境在线监测、海

洋牧场观测网络，构建海洋综合管理

大数据平台，努力实现海洋牧场“可

视、可测、可控、可预警”。

据悉，烟台市将把海洋牧场建设

作为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增殖渔业资

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农牧

化的重要途径，推进海洋牧场向规模

化、工程化、智慧化和绿色化方向发

展，加快渔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烟

台渔业由传统向现代、由近海向深远

海发展。

新华社昆明 8 月 17 日电（记

者 姚兵）记者从 8 月 16 日举行的

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云

南省共查处涉旅案件 1495 起，行

政处罚罚款 1607.49 万元。同时，

云南加大涉旅“行转刑”工作力

度，目前法院已经对 7 件涉旅“行

转刑”案件判决结案，追究刑事责

任 31 人。

自 2017 年 4 月以来，云南省

持 续 推 进 旅 游 市 场 秩 序 整 治 工

作，《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

进旅游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云

南省旅游从业人员“八不准”规

定》相继出台，希望有效遏制旅游

市场上的强迫消费、辱骂游客等

乱象。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和丽

贵介绍，上半年全省旅游部门查处

涉旅案件202起，处罚旅行社61家，

处罚导游73人，注销、撤销、吊销旅

行社145家，注销、吊销导游资格48

人，关停整改购物企业157家。全省

公安部门办理涉旅案件 184 件，其

中刑事案件22起，刑事打处95人，

行政案件162件，行政拘留274人。

另外，云南省市场监管、税务、交通

等部门也查处了一批涉旅案件。

发布会还通报了昆明恒朗旅行

社指定具体购物场所案、丽江博悦

旅行社实际控制人和某华受贿案等

19 件涉旅典型案件,其中 11 件为

行政处罚案件，4 件为治安处罚案

件，4件为刑事处罚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市场秩序整

治以来，云南省依法加大了涉旅“行

转刑”工作力度，目前涉旅“行转刑”

案件有14件，涉案人员91人，采取强

制措施47人，其中法院已经判决结

案7件，已追究刑事责任31人。

和丽贵介绍，下一步还将持续

强化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越往后越

严”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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